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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子山区是个可爱的地

方 这里位置特殊，地处大兴

安岭东麓余脉的低山丘陵地带，

与内蒙古接壤，是黑龙江省的

西部门户重镇；风景秀丽，背

靠兴安岭，面临雅鲁河，山清

水秀．是黑龙江省风景名胜

区；资源丰富，盛产优质建筑

石材和麦饭石．是齐齐哈尔市

石材生产加工基地，中国麦饭

石之乡；人杰地灵，颇具人气，黑龙江省现任省长张左己曾在这里工作

多年．河北省专业作家江音也是碾籍人，为国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军

工企业华安工业集团公司座落于此．全市最大的水泥制造企业北疆集团

公司从这里崛起．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

李富春、洪学智等先后莅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较深，有旧石器遗

址，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界壕遗址，还是黑龙江省首次发现盘羊

头骨化石的地方 因此．碾子山区定位为山水旅游城

为了推动碾子山区山水旅游城建设，加大碾子山区的宣传力度，提

升碾子山区的文化品位．扩大碾子山区的对外影响，使更多的人知道碾

子山，了解碾子山，热爱碾子山，从，而激发碾子山人建设家乡的热情，

吸引外乡人前来旅游观光、投资兴业，促进碾子山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区政府决定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一套《碾子山史志丛书》(以

Q怠



下简称《丛书》)。

《丛书》的内容，是从不同侧面全面、系统、准确地介绍碾子山

区的相关情况；要求资料翔实，文字简洁，图片生动，既与时俱进，

又突出碾子山区的特色，以准确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相结合，集科学

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力求成为一套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较高的区情书

和史料书，并发挥其区情简介、旅游向导、存史资政、兴业参考的作

用。

《丛书》首次印发4册：《碾子山地名志略》、《碾子山景观探

源》、《东北解放纪念碑资料辑录》、《碾子山石文化图志》，这四

册是在2006年底以前编辑完成的，以后还将陆续编辑出版。

地方志工作妊须与时俱进．突出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以存史资

政、服务当代为目的，把修志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筛选和加工整理，编

辑成史志丛书，这是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积

累方志资料、依法修志用志工作的创新之举，理应受到各级党政领导

及相关部门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

《丛书》的编辑工作得到了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广泛关注和鼎力支持，区志办的同志为《丛书》的编辑出版不遗余

力，做了大量辛苦而叉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我代表区政府一并表示

感谢。

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是全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可

喜可贺；希望《丛书》能够受到区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祝愿

《丛书》越写越好，并在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

2007年6月



修志书史为省人
——序《碾子山史志丛书》

领袖挂怀志必裁．国家嵌宝史当书。

碾子山本为与内蒙接壤的黑龙江省西陲小

镇，因其所具有的独特因素，故于五十年前即

被划为齐齐哈尔市所辖之“飞地”市区。其距

齐齐哈尔市中。城区选百公里之遥，城史也即

百年稍余而已。然而．她却在近六十年的短暂

岁月中迸发出了火红与灿烂、壮丽与辉煌。自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时任或曾任党和国家要

职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

德怀、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洪学智、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领导人暨国家相关部长、省委书记、省

长、部分军兵种首长、专家、学者、作家、一些大新闻媒体记者以及友

好国家的军政主官相继莅-晦，进行视察指导、商务谈判、投资考察、参

观旅游、新闻采访。此足以佐证碾子山当为：江山嵌宝镶珠之邑，人人

可料其重：龙虎瞩目关切之}，个个可估其誉。缘此，众人越有共识

——此非等闲之地。可见，该区虽处僻远之壤，却并不孤寂，远近贯耳；

虽属微境小域，却有史可录．有志当修。

由碾子山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赵守仁先生任主编的一班修志人马编

著的《碾子山史志丛书》即将付梓，余受抬爱，嘱为之序，虽受之有

愧．却之不恭，

赵守仁、李士友、戴志军、康连梦四位先生为此套丛书之早日问世，

盈



从大量的史志资料中去疑存确，筛精选华；且不分冬夏顶风雪攀岩越

岭，冒寒暑穿壑跨涧，深入村屯，走访长者，忍饥渴，归夜半，实地

考察，一一核实。此数举真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历时两年有

余，终于辑成《丛书》首发四卷稿。这种为修志而忘我的工作精神着

实令人敬佩，令人赞叹!

纵观《丛书》，各卷均为雄翰劲墨，力透纸背，特点非同，各有

千秋：

《碾子山地名志略》卷，为碾子山区首卷“官修”的地名专著，

是《丛书》的开篇之作，其特点有三。一是从形式方面看一一图文

并茂。该卷在认真考证和如实记述每一地名的同时，在文前和文中适

当配置了大量与内容相关的图表和照片，故提高了全书的视觉冲击力

并增强了可读性。二是从内容方面看——全面准确。该卷分为概述、

自然地理、行政区划、道路交通、人工建筑五个部分，共收录了188

个地名，内容之广详，确属本区前所未有。三是从语言方面看——规

范通俗。该卷整体运用了语体(白话)文，加之作者精于锤炼，故全

卷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使读者极易接受和消化。该卷为著者苦易十

稿而成之。

《碾子山景观探源》卷，主要是为配合碾子山区山水旅游城建设

而撰写的，该卷全面系统地介绍并论述了碾子山区十大景观的发现、

建成及对与这些内容有关的事物本源的深入探究。该卷结构严谨、层

次清晰，全书各章，皆为以景溯源、说古论今、探究真谛，其中熬费

了著者多少心血，恐怕他自己一时也难以说清了，真可谓“用心良

苦”。泛览此卷。可使读者增识非少，领悟颇多。如说“读君一卷

书．胜师百堂语”，当不为过。

《东北解放纪念碑资料辑录》卷，收集了大量关于东北解放纪念

碑的资料文章，加以归纳整理。主要是收入了若干观点各异、说法不

一的文稿，其目的正如辑者在前言中所表述的那样，即供那些探究此碑



的热心人士去比较，去辨析，去重新领悟，去重新论述，以求得到更

加翔实无误的结果来。

《碾子山石文化图志》卷，真切地向读者展示了碾子山不同于他

乡的独特之物——石。这里千百万年以来就蕴藏着诸多惹人爱恋之石：

古化石——一流的科研、考古标本；花岗岩——一流的建筑、雕镌材

料；麦饭石——一流的工艺、健体资源⋯⋯这里的人们百多年来就一

直拓展着自己引以为自豪的石头文化。为了展示碾子山的石文化，该

卷以照片、图样之形式为载体，向世人诉说石头的“光辉与功绩”：

科研石、考古石、游赏石、建筑石、工艺石、收藏石、健身石、镌雕

石、装饰石、器皿石⋯⋯这便是编著者辑录此卷的心迹之所在吧。图

志图志，以图彰志，如此更能使人感到所阅之内容更直观、更逼真、

更鲜活、更感人。

综上所述．可向读者简捷如实地说明赵守仁等四位先生所志之深

广，所言之通俗，起一导读之作用吧。然本人才疏学浅，对《丛书》

之所及不可能一一领会其精华，故不敢赘言，只浅谈至此。我想，伴

着该丛书问世后韵社会反响和时间脚步的前移，她的姊妹篇章也将次

第面世；随着历史的前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延伸，

碾子山人必将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续写出更加辉煌壮丽的未来!

是为薛。

黄振华

2007年6月

l黄摄华系中华诗词协会会员、中国汉徘协会理事省作协会员、市作协理事、区诗协主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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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置

在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城北的重山园内，有一座巍然挺立的东

北人民解放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碾子山区闻名遐迩的标志性建筑

之一，也是碾子山区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追根溯源，东北解放纪念碑原是侵华日军建立的板仓机八士忠

魂碑。从1935年到2004年，这座石碑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其前身阶段，时间是1935年9月，碑名为板仓机八士忠魂碑，第二阶

段是改建阶段，时问为1946年12月，碑名为东北人民解放纪念碑，

碑顶是一尊手持钢枪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石雕像，碑体正面下方的

石板上刻着碑志《碾子山人民翻身记>o第三阶段为遭损阶段，时间是

“文化大革命”期问。碑顶雕像被拉下砸碎，碑体正面碑志处被凿开一

个洞，粉碎四人帮后碑顶树立一个红五星。第四阶段为更名阶段。时

间是1982年至2004年o 1982年9月8日，华安区(后称碾子山区)

人民政府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石碑修复问题，根据座谈会精神政府

决定把东北解放纪念碑更名为碾子山人民解放纪念碑o 1984年将碑

顶树立的红五星，换成了解放军战士石塑像，碑前左右两侧添置两只

石狮子。在收到1985年柳星回忆的碑志《碾子山人民翻身记》后，经

修改用仿宋繁体字刻在碑体背面的水泥壁上。1996年，碑顶又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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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手持钢枪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雕像。第五阶段为修复阶段，时间是

2004年6月。碑名恢复为东北人民解放纪念，碑顶不交。碑志《碾子

山人民翻身记》重新修改并用繁体隶书镌刻镶嵌在碑体的背面o

1987年2月24日，东北解放纪念碑列入齐齐哈尔市文物保护

单位，同年7月1日，市委、市政府为其嵌树了革命纪念地标牌。数

十年来，东北解放纪念碑虽然几经改建和更名，却仍充分发挥了自身

的纪念和教育作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兴起，有关东北解放纪念碑的背景、由来及其

演变等方面的文史资料、报刊文章、网上资料等越来越多，甚至越炒

越热。对同一个问题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为了寻求真谛、答疑解惑，给读者一份满意的答卷，以便更好地

发挥东北解放纪念碑的纪念和教育作用，促进山水旅游城建设，推动

碾子山区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将编修区志搜集到的一些资

料，进行分类整理，辑录成册。本书分五大部分，分别接着发表时间的

先后顺序辑录了东北解放纪念碑的相关资料，并在每一部分的前面

设无题序，用以简述考证的史实、表明编者探索的观点等。

编辑此书也是为了抛砖引玉，与读者共同探讨，力求统一，消除

混乱，避免误传。但是，由于编者占有的资料不够充足，加之时问紧

迫、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见谅并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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