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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二农场志》，是一部关于农场的小型百科金书。它记载

了农场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和风土人情的演变和发展。

以志书的体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把翔实的资料整理

编辑成书。“前有所稽，后有所用一。使拓荒者，建设者的劳绩不

致湮没，后来者从中得到稗益。激发人们建设农场的热情，坚定建

设好农场的信心o

八五二农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兴办的军垦农场之一，场名取

自铁道兵八五O二师番号，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密山铁道兵农垦局。

近年来在地处挠力河畔六分场八队地区出土的文物，经省博物

馆考古工作者初步鉴定，农场地区远溯于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聚

居。我国古代北方肃慎族人及其后裔，曾在此繁衍生息。抗日战争

时期，这里曾是抗联健儿与敌进行战斗的地方。由于自然环境的变

迁，侵略者的蹂躏，到解放前夕，这里已是一片荒芜，遍地草莽，

．狼豕出没的景象。

1956年初，王震司令员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在黑龙江省东

部地区开创农垦事业。先后有老红军黄振荣，李桂莲，匡汉球、苟

载堑和七千名铁道兵复转官兵，从鹰厦线，睦南关铁路工地，以及

．朝鲜前线来到农场。他们继续发扬“南泥湾”的光荣传统，。以“解

放军面前没有困难一的钢铁意志，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当年开

．荒，当年打粮，当年修路建房，安家立业，在久无人迹的荒原上，

站住了脚跟。1 957年1 1月召开全国农林工会代表会议时，朱德副主

席曾表扬八五二农场是“全国投资最少的一个农场一。
’

1958年的三千六百名下放军官和1966年的沈阳军区六个集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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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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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连队，及国家陆续分配的八百六十五名大中专毕业生。还有河

四川，山东支边青年和移民八千余人，北京，天津，上海，杭

哈尔滨、双鸭山知识青年一万余人，他们先后来农场参加建设

今已有一万四千名职工子弟走上了生产，工作岗位。

农场的干部职工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全国十七个民族和几十个

省区。农场的建设凝聚着他们的聪明才智。

农场的职工，素以为国家多做贡献为天职。建场近三十年，耕

地面积已达120万亩。累计上交国家粮豆23亿6千万斤，上交国家税

金2221万元。净盈利321 1．1万元，平均每年净盈利1 10．7万元。

党的“三中一全会以后，农场走上了兴旺发达的新阶段，农业

获大幅度增产增收。1980年一年上交粮豆二亿三千万斤，经营利润

三千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

建场以来的成就，既可告慰千万个拓荒者，建设者，更能激励

人们奋发进取。 ·’

勿庸讳言，三十年来，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由于“左一倾错

误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的干扰破坏，加之因缺乏经验造

成的工作失误，我们也做过一些违背自然和经济规律的傻事，蠢

事。使建设者所付出的巨大辛劳，没有能完全取得相应的效益。为

了记取这些教训，为了今后把农场的事情办得更好，志书对历史上

所发生过的挫折和失误，秉笔直书，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载，以便

搿存史资治一。

让我们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政策指引下，发扬传统，开拓前

进，锐意改革，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垦企业而奋斗!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志编审委员会

1 986年1月
～2一



录

八五二农场行政区划图

八五二农场场部地区平面图

照片 ’

rI ’ ● ’ 一

。。，， ，⋯第一编大． 事+ 记
l_

大事记⋯⋯⋯⋯⋯⋯⋯⋯⋯⋯⋯⋯⋯⋯⋯⋯⋯⋯⋯⋯⋯⋯⋯⋯⋯i
●

’。”、

第二编概
。

述
^

笫一章地理位置⋯⋯⋯⋯⋯⋯·e o o o e o o o e e·o e e o o·e e e e o e e·e o·o o e e e o e e o o o-45

第二章历史沿革⋯⋯⋯⋯⋯⋯⋯⋯⋯⋯⋯⋯⋯⋯⋯⋯⋯⋯⋯⋯46

第三章建制沿革⋯⋯⋯⋯⋯⋯⋯⋯⋯⋯⋯⋯⋯⋯⋯⋯”⋯⋯⋯·5◇

笫四章人口民族⋯⋯⋯⋯⋯⋯⋯⋯⋯⋯⋯⋯⋯⋯⋯⋯⋯⋯⋯⋯55rY．

笫五章职工队伍⋯⋯⋯⋯⋯⋯⋯⋯⋯⋯⋯⋯⋯．．⋯⋯⋯⋯⋯⋯·58

笫六章农场场部⋯⋯⋯⋯⋯⋯⋯⋯⋯··：⋯⋯⋯⋯⋯⋯⋯⋯⋯⋯62

笫七章分场简介⋯⋯⋯⋯⋯⋯⋯⋯⋯⋯⋯⋯⋯⋯⋯⋯⋯⋯⋯⋯65

。 ．， 、第三编 自 然概况

第一章。地貌⋯⋯⋯⋯⋯⋯”⋯一⋯．⋯⋯⋯⋯⋯⋯⋯⋯⋯⋯⋯’⋯··73

笫二章土地面积⋯⋯⋯⋯⋯⋯⋯⋯⋯⋯⋯⋯⋯⋯⋯⋯⋯⋯⋯⋯77

第三章 山脉河流⋯⋯⋯⋯··：⋯：⋯⋯⋯一⋯⋯⋯⋯⋯⋯⋯⋯⋯··81-

第四章。土壤⋯t⋯”0．0 o dP 0·I LJ·IJ··O*···⋯⋯⋯⋯⋯⋯⋯∥⋯⋯⋯⋯⋯84

第五章气候⋯⋯⋯⋯⋯⋯⋯⋯⋯⋯⋯⋯⋯⋯⋯⋯⋯⋯⋯⋯⋯⋯89

笫六章。主要资源⋯t⋯⋯⋯⋯⋯⋯⋯⋯⋯⋯⋯⋯⋯⋯⋯⋯⋯⋯··99

笫七章，·主要物产⋯⋯⋯⋯⋯⋯⋯⋯⋯⋯⋯⋯⋯⋯⋯⋯⋯⋯⋯101
●

，、， 7，o

∽㈡㈡∽㈠～卜㈠lP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笫八章 自然灾害⋯⋯⋯⋯⋯⋯⋯⋯⋯⋯⋯⋯⋯⋯⋯⋯⋯⋯⋯103

第四编经 济

笫一章计划财务⋯⋯⋯⋯⋯⋯⋯⋯⋯⋯⋯⋯⋯⋯⋯⋯⋯⋯⋯105

第一节机构沿革⋯⋯⋯⋯⋯⋯⋯⋯⋯⋯⋯⋯⋯⋯⋯⋯⋯105

第二节计划财务管理体制⋯⋯⋯⋯⋯⋯⋯⋯⋯⋯⋯⋯⋯106

第三节资金核算与管理⋯⋯⋯⋯⋯⋯⋯⋯⋯⋯⋯“⋯⋯·107

第四节成本核算与管理⋯⋯⋯⋯⋯⋯⋯⋯⋯⋯⋯⋯⋯⋯1 12

第五节经营情况⋯⋯⋯⋯⋯⋯⋯⋯⋯⋯⋯⋯⋯⋯⋯⋯⋯1 13

．第六节计财队伍状况⋯⋯⋯⋯⋯⋯⋯⋯⋯⋯⋯⋯⋯⋯⋯1 14

笫二章劳动工资⋯⋯⋯⋯⋯⋯⋯⋯⋯⋯⋯⋯⋯⋯⋯⋯⋯⋯···125

第一节机构沿革⋯⋯⋯⋯⋯⋯⋯⋯⋯⋯⋯⋯⋯⋯⋯⋯⋯125

第二节职工队伍⋯⋯⋯⋯⋯⋯⋯⋯⋯⋯⋯⋯⋯⋯⋯⋯⋯129

第三节 工资工作⋯⋯⋯⋯⋯⋯⋯⋯·o 9 g 0 o o oi 0 o o o 6 0 o oo?⋯⋯··130

第四节 安全与劳动保护⋯⋯⋯⋯⋯⋯⋯⋯⋯⋯⋯⋯⋯⋯1 35

第五节人民生活⋯⋯⋯⋯⋯⋯⋯⋯⋯⋯⋯⋯⋯⋯⋯⋯．．·l 38

第三章农业⋯⋯⋯⋯⋯⋯⋯⋯⋯⋯⋯⋯⋯⋯⋯⋯⋯⋯⋯⋯⋯143

第一节机构沿革⋯⋯⋯⋯⋯⋯⋯⋯⋯⋯⋯⋯⋯⋯⋯⋯⋯143

第二节农业生产的发展⋯⋯⋯⋯⋯⋯⋯⋯⋯“⋯．．．⋯⋯145

第三节土壤耕作⋯⋯⋯⋯⋯⋯⋯⋯⋯⋯⋯⋯⋯⋯⋯⋯⋯1 52

第四节 土壤改良⋯j⋯⋯⋯⋯⋯⋯⋯⋯⋯⋯⋯⋯⋯⋯⋯··l 56

第五节植物保护⋯⋯⋯⋯⋯⋯⋯⋯⋯⋯⋯⋯⋯⋯一⋯⋯·l 59

第六节施肥⋯⋯⋯⋯⋯⋯⋯⋯⋯⋯⋯⋯⋯⋯⋯⋯⋯⋯⋯162

第七节农业技术的推广⋯⋯⋯⋯⋯⋯⋯⋯⋯⋯⋯⋯⋯⋯164

第八节 农用飞机的应用与效果⋯⋯⋯⋯⋯⋯⋯⋯⋯⋯⋯169

～2”

1



-1l～

k

第九节气象工作⋯⋯⋯⋯⋯⋯@e．O Q O O O@O O 0 0⋯⋯⋯⋯⋯⋯⋯171

第四章．农机⋯_⋯⋯⋯⋯⋯⋯⋯⋯⋯⋯⋯⋯⋯⋯⋯⋯：⋯⋯··178

第一节机构沿革⋯⋯⋯⋯⋯⋯⋯⋯⋯⋯⋯⋯⋯⋯⋯⋯⋯178

第二节机务队伍⋯⋯⋯⋯⋯⋯⋯⋯⋯⋯⋯⋯⋯⋯⋯⋯⋯179

第三节农机具发展概况⋯⋯⋯⋯⋯⋯⋯⋯⋯⋯⋯⋯⋯⋯185

第四节农机作业和机务管理标准化⋯⋯⋯⋯⋯⋯⋯⋯⋯189

第五节 晒场机械化⋯⋯⋯⋯⋯⋯⋯⋯⋯⋯⋯⋯⋯⋯⋯⋯194

第六节农机试验站⋯⋯⋯⋯⋯⋯⋯⋯⋯⋯⋯⋯⋯0 0 0 0 0 0 0··195

笫五章’畜牧兽医⋯⋯⋯⋯⋯⋯⋯⋯⋯⋯⋯⋯⋯⋯⋯⋯⋯⋯⋯198

第一节机构沿革⋯⋯⋯⋯⋯⋯⋯⋯⋯⋯⋯．．．⋯⋯⋯⋯⋯198

第二节畜牧业发展概况⋯⋯⋯⋯⋯⋯⋯⋯⋯⋯⋯⋯⋯⋯198

第三节 兽医技术队伍的成长⋯⋯⋯⋯⋯⋯⋯⋯⋯⋯⋯⋯208

第四节 疫病流行情况和防检疫工作⋯⋯⋯⋯⋯⋯⋯⋯⋯210

第六章渔业⋯⋯⋯⋯⋯⋯⋯⋯⋯⋯O O O O O g g Oo⋯⋯⋯⋯⋯⋯⋯⋯217

第一节 境内野生鱼类⋯⋯⋯⋯⋯⋯⋯⋯⋯⋯⋯⋯⋯⋯⋯217

第二节 农场水库养鱼业的兴起和发展⋯·：⋯⋯⋯⋯⋯⋯·220

笫七章水利⋯⋯⋯⋯⋯⋯⋯⋯⋯⋯⋯⋯⋯⋯⋯⋯⋯⋯⋯⋯⋯224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机构沿革⋯⋯⋯⋯⋯、．⋯⋯⋯⋯⋯⋯⋯⋯⋯⋯⋯．．224

水利发展概况⋯⋯⋯⋯⋯⋯⋯⋯⋯⋯⋯⋯⋯⋯⋯．225

现有水利措施⋯⋯⋯⋯⋯⋯⋯⋯⋯⋯⋯⋯⋯⋯⋯230

水库⋯⋯⋯⋯⋯⋯⋯⋯⋯⋯⋯⋯⋯⋯⋯⋯⋯⋯⋯232

，笫五节水土保持⋯⋯⋯⋯⋯⋯⋯⋯⋯⋯⋯⋯⋯⋯_⋯⋯236

j第六节水利机械⋯-⋯⋯⋯⋯⋯⋯⋯⋯⋯⋯o@o oi o o@·I D o o@237

附图一、二，三⋯⋯⋯⋯⋯⋯⋯⋯⋯⋯⋯⋯⋯⋯⋯⋯⋯⋯⋯⋯239

笫八章工业·：P B 0 0 0 0@0 0 0 0 7⋯⋯⋯⋯⋯⋯⋯⋯⋯⋯⋯⋯⋯⋯⋯⋯·243

～3～．

j蚤

区睢■■睢Ⅱ■■1¨¨H”¨㈠∽一：=二～。h。㈠㈠二=

∥㈠h，；；。管霉最；，-，：j。．．卜∽㈠=二㈠饽善·■分t，



第一节农场工业⋯⋯⋯⋯⋯⋯⋯⋯⋯⋯⋯⋯⋯⋯⋯⋯⋯243

第二节农场工业的调整改革与全面整顿企业⋯⋯”⋯⋯．247

笫九章林业⋯⋯⋯⋯⋯⋯⋯^⋯⋯⋯⋯⋯⋯⋯⋯⋯⋯⋯⋯⋯252

第一节机构沿革⋯⋯⋯⋯⋯⋯⋯⋯⋯⋯⋯⋯⋯⋯．⋯⋯．．252

第二节场内林业资源概况⋯⋯⋯⋯⋯⋯⋯⋯⋯⋯．⋯⋯．．254

第三节林业采伐与抚育⋯⋯⋯⋯⋯⋯⋯⋯⋯⋯⋯⋯⋯⋯255

第四节造林和绿化⋯⋯⋯⋯⋯⋯⋯⋯⋯⋯⋯⋯⋯⋯⋯⋯258

第五节林业资源的综合利用⋯⋯⋯⋯⋯⋯⋯⋯⋯⋯⋯⋯260

第六节森林保护⋯⋯⋯⋯⋯⋯⋯⋯⋯⋯⋯⋯⋯⋯⋯⋯⋯261

笫十章建筑⋯⋯⋯⋯⋯⋯⋯⋯⋯⋯⋯⋯⋯⋯⋯⋯⋯⋯⋯⋯⋯263

第一节机构沿革⋯⋯⋯⋯⋯⋯⋯⋯⋯⋯⋯⋯⋯⋯⋯⋯．．：263

第二节房屋建筑⋯⋯⋯⋯⋯⋯⋯⋯⋯⋯⋯⋯⋯⋯⋯⋯⋯264

第三节农场给水工程建设⋯⋯⋯⋯⋯⋯⋯⋯⋯⋯⋯⋯”·270

第四节全场基建队伍和设备⋯⋯⋯⋯⋯⋯⋯⋯⋯⋯⋯⋯271

笫十一章电力⋯⋯⋯⋯⋯⋯⋯⋯⋯⋯⋯⋯⋯⋯⋯⋯⋯⋯⋯⋯’273

第一节机构沿革⋯⋯⋯⋯⋯⋯⋯⋯⋯⋯⋯⋯⋯⋯⋯⋯⋯273

第二节农场电力事业的发展⋯⋯⋯⋯⋯⋯⋯o o 0 0 0 Q o o o ql Q o o o 0 274

第三节 电力队伍⋯⋯⋯⋯⋯⋯⋯⋯⋯⋯⋯⋯⋯⋯⋯⋯⋯275

笫十二章交通运输⋯⋯⋯⋯⋯⋯⋯⋯⋯⋯⋯⋯⋯⋯⋯⋯⋯⋯278

第一节农场交通运输发展概况”⋯⋯⋯⋯⋯⋯⋯⋯⋯⋯·278

第二节机构沿革⋯⋯⋯I O O O g O O OB⋯⋯⋯⋯⋯⋯⋯⋯⋯⋯⋯279

第三节 驾驶员与修理工的培训⋯⋯⋯⋯⋯⋯⋯⋯⋯⋯⋯三279

第四节车辆修理⋯⋯⋯⋯⋯⋯⋯⋯⋯⋯⋯⋯⋯⋯⋯⋯⋯280

第五节客运⋯⋯⋯⋯⋯⋯⋯· ·O O O OO⋯⋯⋯⋯⋯⋯⋯⋯280



第六节。交通管理⋯⋯⋯0 9 0 O O O O O 0 0 01 0 07⋯⋯⋯⋯O 0 0 O O O OQ O O O O 0 0I 281

第七节公路桥涵的建设和养护o 0 o o o o 0 0,．·o o?⋯⋯⋯⋯⋯⋯⋯282

笫十三章通讯·-?⋯·：⋯?··?⋯⋯⋯⋯⋯⋯⋯⋯⋯⋯⋯⋯⋯⋯⋯288

第一节概况⋯⋯⋯⋯⋯⋯⋯⋯⋯⋯⋯⋯⋯⋯⋯⋯⋯⋯⋯288

第二节农场通讯事业的发展⋯⋯⋯⋯⋯⋯⋯⋯⋯⋯⋯⋯288

第三节全场通讯线路情况⋯⋯⋯⋯⋯⋯⋯⋯⋯⋯⋯⋯⋯290
：

第十四章粮食0 0 01 0 O O O O O O“：O O O O O Q O O O O O O O O：⋯⋯⋯⋯⋯⋯⋯⋯⋯⋯·291

．第一节+机构沿革⋯⋯⋯⋯⋯⋯⋯⋯⋯⋯．．．⋯_⋯⋯⋯⋯291
’

第二节粮食管理⋯⋯⋯⋯⋯．．．⋯⋯⋯⋯⋯⋯⋯⋯⋯⋯⋯292

第三节粮食上交与出口⋯⋯⋯⋯⋯“⋯⋯⋯⋯⋯⋯⋯⋯295

第四节粮食内销⋯．．⋯⋯⋯⋯⋯一⋯⋯⋯⋯⋯⋯⋯⋯⋯·296

第五节粮食检验⋯⋯⋯··：⋯⋯⋯⋯⋯⋯⋯⋯⋯⋯⋯⋯⋯29"7

第六节粮油加工⋯⋯⋯⋯⋯⋯⋯⋯⋯⋯⋯⋯⋯⋯⋯⋯⋯299'
，

第十五章外贸⋯⋯_⋯⋯⋯⋯⋯⋯⋯⋯⋯··：⋯⋯⋯⋯⋯⋯⋯301

第一节机构沿革⋯⋯⋯⋯⋯⋯⋯⋯⋯⋯⋯⋯⋯⋯⋯⋯··：·301
7

第二节 外贸工作发展概况⋯⋯⋯⋯⋯⋯⋯⋯⋯⋯⋯⋯⋯30Z
‘

笫十六章商业⋯⋯⋯⋯⋯⋯⋯⋯⋯⋯⋯⋯⋯⋯⋯⋯⋯⋯⋯⋯305
一

●L‘
‘

‘ ，

笫十七章工商管理⋯．．．．．．⋯⋯⋯⋯⋯“⋯⋯⋯⋯⋯⋯⋯⋯⋯·31 L

、 第一节机构沿革⋯⋯⋯．．．⋯⋯⋯⋯⋯⋯⋯⋯⋯⋯⋯⋯⋯31 1_

第二节 工商企业和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状况⋯⋯⋯⋯⋯312：

-．第三节 集市贸易的兴起和管理⋯⋯⋯⋯⋯⋯⋯⋯⋯⋯⋯315．

第四节．合同管理及打击投机倒把⋯⋯⋯⋯⋯⋯⋯⋯⋯⋯31T

‘第十八章物资⋯⋯⋯⋯⋯⋯⋯⋯⋯⋯⋯⋯⋯⋯⋯⋯⋯⋯⋯⋯319

第一节‘机构沿革⋯一⋯⋯⋯⋯⋯⋯⋯⋯⋯⋯⋯⋯⋯⋯⋯．3 19

㈡I。。r。’’卜

～尼．



第二节采构，运输，供应，库存⋯⋯⋯⋯⋯⋯⋯⋯⋯⋯320

第三节物资管理⋯⋯⋯⋯⋯⋯⋯⋯⋯⋯⋯⋯⋯⋯⋯⋯⋯324

笫十九章集体与个体经济⋯⋯⋯⋯⋯⋯⋯⋯⋯⋯⋯⋯⋯⋯⋯329

第二十章经济责任制⋯⋯⋯⋯⋯⋯⋯⋯⋯⋯⋯⋯⋯⋯⋯⋯⋯330

笫二十一章 中外合作开发项目⋯⋯⋯⋯⋯⋯⋯⋯⋯⋯¨⋯．．”337

第二十；章，驻场机构o o 0 o 01 o⋯⋯⋯“O 0 010Q O O O O O S O o O O O Q o ee e e o e o o o o o o oo．341

第一节税务机构⋯⋯⋯⋯⋯0 61 0 Q O⋯⋯⋯⋯⋯⋯⋯⋯．．⋯·341．

第二节金融⋯⋯⋯⋯⋯⋯⋯．I．．⋯⋯⋯⋯⋯⋯⋯⋯⋯⋯⋯346

．第三节邮电⋯·⋯⋯⋯⋯⋯⋯⋯⋯⋯⋯⋯⋯⋯⋯⋯⋯⋯··349

第五编政 治’ 、

笫一章党的组织⋯⋯⋯⋯⋯⋯⋯⋯⋯⋯⋯⋯⋯⋯”⋯⋯．．u⋯353

第一节组织系统⋯⋯⋯⋯⋯⋯⋯⋯⋯⋯⋯⋯⋯⋯·‘⋯⋯一。353

第二节代表大会⋯川⋯⋯⋯⋯⋯⋯⋯⋯⋯⋯⋯⋯⋯_⋯356

第三节 农场党委领导人更迭⋯⋯⋯⋯⋯⋯．．⋯o⋯⋯⋯··357

第四节 党员状况⋯⋯⋯⋯⋯⋯⋯⋯⋯⋯⋯⋯⋯⋯⋯⋯⋯363

第五节组织部沿革⋯⋯⋯⋯⋯⋯⋯⋯⋯⋯e e o B o o o e e o e o o o o e o o’365

第六节纪律检查⋯⋯⋯⋯⋯⋯-⋯⋯⋯⋯⋯⋯⋯⋯⋯⋯366

第七节老干部工作⋯⋯⋯⋯⋯⋯⋯⋯⋯⋯⋯⋯⋯⋯⋯⋯370

第八节宣传工作⋯⋯⋯⋯⋯⋯⋯⋯⋯⋯⋯⋯⋯⋯⋯⋯⋯372

第九节统战工作⋯⋯⋯⋯⋯⋯⋯⋯⋯⋯⋯⋯⋯⋯⋯⋯”3 74

笫二章行政机构⋯⋯⋯⋯⋯⋯⋯⋯⋯⋯⋯．．．⋯⋯⋯⋯⋯⋯⋯375

第一节 1956—1 984年农场机关机构设置演变情况·⋯一”375

第二节农场领导人更迭表⋯⋯．．．⋯⋯⋯⋯“⋯⋯⋯⋯州·377

～6～ ．

{{

_■

◆



第三节，历届职工代表大会⋯⋯?⋯··：⋯⋯⋯⋯⋯⋯⋯⋯··388

第四节农场办公室沿革⋯⋯⋯⋯⋯⋯··：⋯⋯⋯⋯⋯：⋯··389

第五节文档、信访⋯⋯⋯⋯⋯⋯⋯⋯⋯⋯⋯⋯⋯⋯⋯⋯39 1

笫三章政权⋯0 0 0 0 g J—S o⋯⋯⋯⋯⋯⋯⋯⋯⋯⋯⋯⋯⋯⋯“⋯⋯394

第一节 区、乡人民政府⋯⋯⋯⋯⋯⋯⋯⋯⋯⋯⋯⋯⋯⋯394

第二节公安⋯⋯⋯⋯⋯⋯⋯⋯⋯⋯⋯⋯⋯⋯⋯⋯⋯⋯⋯395

第三节法庭⋯⋯⋯⋯⋯⋯⋯⋯⋯⋯⋯⋯⋯⋯⋯⋯⋯⋯⋯402

第四章武装⋯⋯⋯⋯⋯⋯··j⋯·■⋯⋯⋯⋯⋯⋯⋯⋯⋯．．．⋯”406

第一节农场初建时武装力量⋯⋯⋯⋯⋯⋯⋯⋯⋯⋯⋯⋯406

第二节 大办民兵师时期⋯⋯⋯⋯⋯⋯⋯⋯⋯⋯⋯”⋯⋯·406

第三节 人民武装部的建立⋯⋯⋯⋯⋯⋯⋯⋯⋯⋯⋯⋯⋯407

第四节 ，“兵团矽时期武装情况J．⋯⋯·：⋯⋯⋯⋯⋯⋯⋯⋯408：

第五节．民兵训练情况⋯⋯⋯⋯⋯⋯⋯⋯⋯⋯⋯⋯⋯⋯⋯409

第六节一征兵和安置复员兵情况“⋯⋯⋯⋯⋯⋯⋯⋯⋯⋯·409

笫五章．工会⋯⋯⋯o e e e o o o e o 8 o e e e o e e e e o·o e e oo e e o e e o e 6 e e··O o o e'．．．⋯⋯⋯410

第六章共青团⋯⋯⋯“⋯⋯⋯”一⋯一⋯⋯⋯⋯⋯⋯⋯·‘⋯⋯⋯416

第七章妇女工作⋯⋯⋯⋯”·，⋯⋯⋯⋯⋯⋯⋯⋯⋯⋯⋯⋯⋯··422

，

●“ ， 。。

．

’

第六篇文教卫生科技
●口一

●
●

第一章文化工作⋯⋯⋯⋯-⋯⋯⋯⋯⋯⋯⋯⋯⋯⋯⋯⋯⋯⋯··431

第二章职工教育⋯⋯⋯⋯⋯⋯⋯．．，⋯⋯⋯⋯⋯⋯⋯⋯⋯⋯⋯439

第一节机构沿革⋯⋯⋯⋯⋯⋯⋯⋯⋯⋯⋯⋯⋯⋯⋯⋯⋯439’

第二节工作概况⋯⋯⋯⋯⋯⋯⋯⋯⋯⋯⋯⋯⋯⋯⋯⋯⋯439

．第三节．职工中专及电大⋯⋯⋯⋯⋯⋯⋯⋯⋯⋯⋯⋯⋯⋯441
第三章．中，小学教育⋯⋯·j⋯⋯⋯⋯⋯⋯⋯⋯⋯⋯⋯⋯⋯⋯．443

． ，—v 7—一

／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机构‘、沿革⋯”⋯⋯_⋯⋯⋯⋯⋯⋯⋯⋯⋯⋯⋯⋯．443

第二节 中小学教育发展概况⋯⋯⋯⋯⋯⋯⋯⋯⋯⋯⋯⋯444

第三节 师’资培训及教育研究⋯⋯⋯⋯⋯⋯⋯⋯⋯⋯⋯⋯447

第四节·高考入学统计⋯⋯⋯⋯⋯⋯⋯⋯⋯⋯⋯⋯⋯⋯⋯451

第五节分场中学简介⋯⋯⋯⋯⋯⋯⋯⋯⋯⋯⋯⋯⋯⋯⋯453

笫四章职工中专、党校⋯⋯⋯⋯⋯⋯⋯⋯⋯⋯⋯⋯⋯．．⋯⋯．458

第一节·职工中等专业学校⋯⋯⋯⋯⋯⋯⋯⋯⋯‰⋯⋯⋯458

第二节党校⋯⋯⋯⋯⋯⋯．．．⋯⋯⋯⋯⋯⋯⋯⋯⋯⋯⋯⋯459

笫五章。卫生⋯⋯⋯⋯⋯⋯⋯⋯⋯⋯⋯⋯⋯⋯⋯⋯⋯⋯⋯⋯⋯462

第一节机构沿革⋯⋯⋯⋯⋯⋯⋯⋯⋯⋯⋯⋯⋯⋯⋯⋯⋯462

第二节。医疗⋯⋯⋯⋯⋯⋯⋯⋯⋯⋯⋯⋯⋯⋯⋯⋯⋯⋯⋯463

第三节．人员培训情况⋯⋯⋯⋯⋯⋯⋯⋯⋯⋯⋯⋯⋯⋯⋯468

第四节．卫生防疫⋯⋯⋯⋯⋯⋯·⋯⋯⋯⋯⋯⋯⋯⋯⋯⋯．．469

，第五节计划生育⋯⋯⋯⋯⋯⋯⋯⋯⋯⋯⋯⋯⋯⋯⋯⋯⋯475

笫六章科技工作⋯⋯⋯⋯⋯⋯⋯⋯⋯⋯⋯⋯⋯⋯⋯⋯⋯⋯⋯477．

第一节’机构沿革··o e e o o‘o o-e o eo o o o e g⋯⋯⋯⋯．⋯⋯⋯⋯⋯⋯477

第二节科技发展概况⋯o 6 o e e o 4 de e d o e d o e de⋯⋯⋯⋯⋯⋯⋯⋯477

第三节科技干部管理⋯⋯⋯⋯⋯⋯⋯⋯⋯⋯⋯⋯⋯⋯⋯480

第四节先进技术的引进⋯⋯⋯⋯⋯⋯⋯⋯⋯⋯⋯⋯⋯⋯483

第五节科研成果⋯⋯⋯⋯⋯⋯⋯⋯⋯⋯⋯⋯⋯⋯⋯⋯⋯484

第六节科学技术协会⋯⋯⋯⋯⋯⋯⋯⋯⋯⋯⋯⋯⋯⋯⋯484

第七篇人物志

笫一章人物传略⋯⋯⋯⋯⋯⋯⋯⋯⋯⋯⋯⋯⋯⋯⋯⋯⋯⋯⋯487

黄振荣传略⋯⋯⋯⋯?⋯⋯⋯⋯⋯⋯⋯⋯⋯⋯⋯⋯⋯·．487

“8“

卜

1]



，，



■■l■重．-，．o。}



’《八五二农场忑》编审委员会名单⋯⋯⋯⋯⋯⋯⋯644

《农场志》办公室人员名单⋯⋯⋯⋯⋯⋯⋯⋯⋯⋯644

专业志撰稿人名单⋯⋯⋯⋯⋯⋯⋯⋯⋯⋯⋯⋯⋯⋯645

校 对⋯⋯⋯⋯⋯⋯⋯⋯⋯⋯⋯⋯⋯．．．⋯⋯⋯⋯645

～玎

．16

111‘‘-’。lj。i|j—---卜



第·编 大事记

．．(1 956--1 984)

峭一l’



第一编‘大事记(I 9 56一I 984)

1 956年 。

2月25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命令，铁道

兵八五O部农场组成三个荒地踏察组，分赴穆棱河以南及宝清县南

横林子一带勘测布点。

3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开垦荒地》的社论，指出：开

垦荒地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百年大计，不但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

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

3月lo日 铁道兵三师代师长黄振荣率领生产股长李海法，．计

划员甄科、通讯员张寿泉，由八五O农场出发，十二日来到宝清县。

次日即由当地猎手老孙头作向导，

餐宿荒野，不畏艰辛，历时七天，
抽， ．

踏察情况电告王震司令员。

经杨大房子进入荒原踏察。一路

于三月十九日返回宝清县城，将
●

是时，宝清县城里，设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O部农场宝清

开荒指挥所(后改为八五0二农场转运站)，随后指挥所迁移到现

在的良种站地区。 』

是月，铁道兵九师警卫连110人，会同从江苏荣军干校调来的40

余名干部以及康复医院调来的10余名医务人员，共同组成八五。部

农场第七大队。他们带领三千余名劳改犯人，由密山乘汽车到达宝

清县东部地区，开始修建道路和临时工棚(。马架子)，迎接建场部

队到来o

3月下旬 王震司令员电示：为迎接转建部队到来，务于5月

10日前，打通虎林，宝清直达公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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