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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都历史悠久，但素无志书，编纂一部全面反映德都历史概况的

县志，．是德都人民多年的热切愿望。．20世纪80年代初t在中共德都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一开始编纂《德都县志》。经编修人员十载寒暑

春秋的辛勤耕耘和金县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使德都有史以来第■部
’

社会主义新方志终于付梓问世。逮是德都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

果，『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历史性大亭，金县八艮为夙愿已偿

而欣慰不己。这一成果不仅填补了德都县史志界的一大聋白，也为祖‘

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宝库献上了_部散发着黑土气息的传世之作。，

’德都县地处小兴安岭酉南麓，山河壮丽，物产丰富，土地审腴?
人民勤劳。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德都地域就有古人类沿讷

谟尔河两岸繁衍，生息。1636年后，有能骑善射的达斡尔族兄弟在此
． 游猎、定居，德都即是达斡尔人的-个姓氏。1905～1907年(清代光绪

三十一至三十三年)，，经东布特哈总管两次出放境内讷谟尔河两岸荒

。地后，汉族流民大量涌入，人口迅速增加，到1929年(民国18年)德

都成立设治局时，全县已有19754口人。民国时期，县内大片的荒原

等待开发，丰裕的自然资源取之不竭，仍属地广人疏的边陲宝地。尽

管如此，’民国时期的经济依然十分落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归的社会

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德都 ，

美丽的河山，日伪的屠刀宰割着德都善良的人民，丰厚的物产资源受

到日本侵略者残酷的掠夺，到处充满了呻吟和血腥·但是，德都人民
，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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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屈的人民，于是茫茫的林海成为抗日健儿的密营，神奇的朝阳山

成为抗联三军的诞生地。德都人民与抗日联军一起傲啸山林，打得日

伪军闻风丧胆，德都大地成为一块燃烧着抗日怒火的革命老根据地，

德都儿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德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以

主人翁的姿态埋头工作，积极生产。用千百双辛劳的大手，用千百捧

奉献的热汗，把一个贫困的边疆小县建设成为现在这样一个百业中

兴，经济发展的农业大县。尤其是十一居三中全会以后，金县工农业

生产迅猛发展，不断创历史新记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振兴德

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文化，教育百花齐放，春色满园。广播

电视，商业，建筑、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都有飞跃性发展·金县政治

安定、经济活跃，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o ．

《德都县志》洋洋1 70万言，翔实而全面地记述了明末清初至

1985年之间德都县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进程，客观雨具体地承载了

德都自然地理、建置沿革、t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

风土人情等诸方面的内容。无疑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准确，存史资

政，、展卷有益的德都历史巨著，也是反映一县之全貌的地方百科全

书，必将对德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

作用。

《德都县志》既着重记载了全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光辉成就和突出反映了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客观记述

了德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项事业所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产生的失误

和教训。对于广大干部职工更好地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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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能够起到大型工具书和小型资料库的作用·

《德都县志》一展前人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壮丽画卷，深刻反

映当代德都人执着追求、勇于进取的时代风采·纵述几代风流，横陈

百业兴衰，使人能够受到启发激励，使人能够增长知识，才干·故此

志书是对广大干部，’工人，农民和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共

产主义理想教育的生动乡土教材·

搿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在建设膏四化一，振兴

中华的伟大新长征中，改革的大潮给德都入以最壮观的洗礼，奔腾的

讷谟尔河给德都人以最神圣的召唤l金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不断开拓前进，，经济和各项事业兴旺发达，巳日益展现虎跃龙腾

之势。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德都县志》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重

要作用，为充满新鲜活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发扬革命

光荣传统，振奋新一代创业者激情，把德都这块沃土，建设成为无愧

前人，造福子孙，7繁荣昌盛，雄跨2l世纪的美好乐园!

中共德都县委书记曹振远

一九九四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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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始于1636年，下限迄于1985年，根据“详今略古黟的原则，重点记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内容，其它朝代和时期则略记。

=，全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历史予以实事求是

的记述。

三，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分自然地理，建置，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乡

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工商物价管理标准计量，财政金融税务，政党

社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2人口．

社会生活，人物等27编和附录，共113章，422节，共170万字。
。

四，本志记述内容以县属部分为主，对行政区域内的国营农林牧场、劳改农场，部队农

场等驻县单位的内容在部分章节中少量载之，但大多附注说明。五大连池市辖区1983年前为

德都县属地，其内容、数字均在本志中包含，1984年后的情况则不予收录。

五．．1958年9月,--．,1963年9月，德都与北安合县期间，德都地域的数字不全，本志部分

章节载之，部分章节未予收录这部分内容及数字。
‘

六，本志体例，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并用的方式，但以志为主，其它方式

穿插于志中，以求相得益彰。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内的档案资料，统计资料和各单位专业志稿，及外市，县

的档案资料和历史藏书，也有少部分“活资料玎。但所取资料均经修志人员反复考证，去伪

存真，使用准确无误。 ，

八，人物编，以传、表，录进行表述，坚持了口生不立传黟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已故革

命烈士，仁人志士为主，也兼收了少数有影响的伪官吏和反面人物。收录范围以本籍人物为

主，也收录了一些在本地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千部收录师级以上(南下干部例外)，劳动

模范收录被省委，省政府以上机关授予称号者。

}I卜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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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都，犹如黑天鹅的一只美丽，巨大的翅膀微展在伟大祖国的塞北边陲。县境，山清水

秀，沃野平畴，盛产麦豆，富庶妖娆，是一方充满浓郁北方色彩，充满神奇魅力的黑土地。

德都，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黑河地区南部，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东

与逊克县毗邻，南与北安市，克东县交界，西与克山，讷河县相连，北与孙吴，嫩江县接

壤，新兴的旅游，疗养胜地五大连池市镶嵌在县境内西北部。德都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平均

海拔300米。东部为丘陵河谷区，中部为漫岗平原区，西南部为丘陵漫岗区，西北部为五大

连池火山群区。

县域东西长142公里，南北宽104公里，总面积9072平方公里。1985年，全县总人口314457

人，其中县辖人口174919人。有汉，满，回，蒙古，朝鲜等22个民族，其中汉族人为多，占

总人口的98％。县城青山镇，有人1：128529人，是德都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边境城

市黑河市300公里。

德都丘陵连绵，河流纵横，夏季绿野如黛，冬季白雪如银。境内山丘属小兴安岭余脉，

岭脊纵贯于县境东部，长约100公里。有海拔300"-'400米的山峰19座，海拔超过500米的山峰

39座，最高山峰为洛河山，海拔598．8米。有大，小河流40条，县境内河流总长度1210公里，

其中讷谟尔河由东向西横贯德都县中部，流经县境150公里。湖，泡、沟、泉，库(水库)星

罗棋布，共152个。全县水资源总量为28亿立方米，人均水量5400立方米，高于全省平均值

一倍多，为发展水利灌溉和水产养殖业提供了良好条件。德都县地处中高纬度，属北寒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侯。四季气侯变化表现为：春季风大干旱，夏短炎热多雷雨，秋凉霜期早，冬

长寒冷干燥。年平均0．1。C，1月气温最低，平均--24．7。CI，7月气温最高，平均21．5。C，

平均气温年较差为44．2。C。极端最低气温--42。C(1970年1月2日)，极端最高气温38．2。c

(1968年7月22日)。无霜期年平均120天，日照年平均2643．2小时，年平均≥10。c活动

积温2242．1。C。年平均降水量493．3毫米，年最大降水量653．5毫米(1969年)，年最少降

水量368．0毫米(1976年)。德都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县内已探知的矿产资源有铁、铜，

砂金，黄铁，硫、火山砾、浮石，玄武岩，珍珠岩．花岗岩，河流沙．粘土，草炭等。金属

矿藏均因矿体小、品位低而未予开采。沙石和草炭每年都有大量开采。德都的碧水青山，膏

腴的土地，辽阔的草原，适宜的气侯，为各种动植物的生存，繁育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豆，玉米，谷子，水稻，马铃薯，甜菜，油菜，亚麻，线麻、白瓜

籽，烟叶等。树木类有：红松，落叶松，红皮云杉，冷杉杨，白桦，黑桦，榆，柳，柞，黄

菠萝、水曲柳，山槐，椴、楸树等。野菜有。蕨菜，拿针莱(黄花菜)等。食用菌类有。蘑

0I‘--■f■■■■■■■■■■●■■■-



-·’2-· 德都县恚

菇，黑木耳、白木耳、猴头等。中草药有；人参，党参，黄芪，桔梗，五味子，狼毒、地

榆，铃兰，一轮贝母等100多种。珍贵中药有：鹿茸、牛黄，鹿胎，鹿鞭、熊胆，狗肾，鸡

内金等。主要野生动物有：黑熊、马鹿、梅花鹿、野猪，狍子，狼，狐狸，犴(驼鹿)，猞

猁，水貂、貉、水獭等。野禽有；飞龙，雁、野鸡、野鸭、沙半鸡等。鱼类有t鲫鱼，鲂

鱼，鲤鱼，鳌花、鲇鱼、狗鱼，细鳞鱼(哲罗)、白鱼、花鲢，自鲢等。

故，德都是黑龙江省木材生产，大豆和蕨菜出口基地县之一，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德都的历史同讷谟尔河水一样源远流长，1976年文物普在，境内发现的lo处新时器时代

文物遗址证明，4000年前就有人类劳动，生息在这块：t地上。商周时期德都属肃慎族居住

地，后属涉貊地。秦汉时属汉涉地或乌桓地，三国时属北夫余地。隋唐时属黑水棘韬部居住地。

辽代为东京道室韦王府辖境，乌延突厥部居住地。金代属上京路，蒲与路辖区，女真完颜部

居住地。元代初期属辽阳行省开元路辖区，中叶以后属水达达路蒲与路万户府，为斡赤斤分

封地。明代为奴儿千都司纳木河卫兀的河所辖地。清代为布特哈总管衙门辖区的达斡尔索伦

部诸打牲部落杂居地。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从黑龙江、精奇里江迁来的达斡尔人，

被编为布特哈八旗，德都为正白旗部落居住地。1910年(清宣统二年)，德都为讷河直隶厅

属地。1915年(民国4年)"-'1928年(民国17年)，德都为克山县第三区。1929年(民国18

年)，设立德都设治局，1933年升为县。1932"1938年，德都归伪黑龙江省管辖。1939年

--*1945年8月归伪北安省管辖。1945年8月德都解放，9月又归黑龙江省管辖，同年11月组

成德都县民主政府。1956年3目，德都县改归绥化地区专员公署。1958年8月，德都改为松

花江专区管辖。1958年9月德都撤县，并入北安县，隶属嫩江专员公署。1963年9月德都恢

复县制，隶属黑龙江省黑河地区行政公署，延续至今。

1915年(民国4年)5月，德都勒屯从讷河县警察第四区划归克山设治局管辖。同年7

月成立德都镇，并划为克山县警察第三区。1929年(民国18年)德都设治后，于1930年lo月

将辖域划为4个区，共133个村。1931年6月又划为5个区。1933年(伪满大同2年)12月，

日伪当局推行保甲制，德都县划为5个区，39个甲、396个牌。1938年(伪满康德5年)8

月，废止保甲制，实行街村制，全县划为5个行政村。村下设屯，屯下设牌。1945年8月德

都解放后，全县划为5个行政区，1个分区。1946年3月划为6个区，1947年2月，黑嫩省

将北安县所辖的九、十两区划归德都县，设立龙讷区。1948年6月，区辖的乡全部变为村。

1949年5月，县、区，村(街)政府一律改称人民政府，全县有7个区、1个街，55个行政

村、191个自然屯。1955年12月，第一区改为青山镇。1956年4月，全县划为2个镇、12个

乡，同年lO月全部撤销区级机构。1958年9月德都并入北安县，并实行人民公社化，划成4

个人民公社。1959年初德都变为青山公社，下设lo个耕作区(不久改为管理区)。1961年4

月，又将青山人民公社划成5个公社，同年5月，管理区一律改为生产大队。1963年德都复

县后，设8个人民公社，1964年成立新发人民公社。1966年9月，将青山公社划分为青山、

城郊2个公社。1972年6月成立朝阳人民公社。1975年设五大连池镇。1979年6月成立兴

安、莲花两个人民公社。1980年lOJl成立讷谟尔人民公社e 1983年5月后，人民公社一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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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1983年11月五大连池镇从德都划出，变为市。1985年5月和平乡变为和平镇。1985奄Z

全县有3镇，．12乡，儿9个村，223仑自然屯。行政区内载有省属林业局1个、国营农场9个，

劳改劳教农场4个，部队农场14个，企业副食农场4个。

一德都人民素有抵御外辱，保卫祖国疆t的爱国主义精神，德都大地是一块古老，不屈的

土地。早在1638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空郭尔进屯(今团结乡团结村)就成为抗俄官兵的

屯兵地和出发地。抗俄勇士平日操演军事，养精蓄锐。每当沙俄入侵，他们便跃马横刀，杀

向疆场，同侵略军决一死战，不惜“马革裹尸还黟，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故

事。
。

德都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德都大地是一块洒满先烈热血的革命老根据地。在

那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德都境内林海苍茫的朝阳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诞生

地和后方基地。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中共北满省委，省委军政干校第三路军军事教导队，抗

联后方医院、修械所、被服厂都设在朝阳山腹地。抗联将领赵尚志，李兆麟，冯治纲，王明

贵，王钧、冯仲云，赵敬夫都曾率部队在朝阳山区，讷谟尔河两岸同日伪军多次激战过。抗

日联军在德都一带进行过大小战斗几十次，消灭日伪军数百人。其中“龙门镇伏击战"、

“田家船口屯伏出战"、“谷家窑屯突围战’’、“奇袭北兴镇移，。花园，风凰山屯大捷”，

“伐木场伏击战圩等战斗都给日伪军以重创。1940年7月19日，日伪军骑兵100多人包围了

朝阳山，抗联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张兰生，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率领留守

人员同三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激战。当惨烈的战斗过后，敌人扔下了大片的尸体。而张

兰生，赵敬夫、崔玉珠及教导队17名战士也倒在了阵地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

们宝贵的生命。 “忠魂长绕朝阳岭，热血洒遍嫩江畔。弦

富有反抗精神，不畏强暴的德都人民也同抗联战士一样“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1932年德都县第三区保卫团保董啜庆林带领团丁50余人哔变，起来反满抗日。1932年11月，

马占山江桥抗战失利后，北撤路经德都时，爱国乡绅王鸿图为马占山的部队筹措了大批粮

食，枪支，款项，并为其买好马2001压．，使其恢复了战斗力。1933年王鸿图等lo余人遭到日

本侵略者杀害。1934年德都县团结乡团结村农民邓文山，报号“平康德"，组织起100余人

的队伍，高举反满抗日义旗，在德都，讷河，嫩江，克山等地，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打得敌

人闻风丧胆。邓文山全家lo余口人皆遭日军杀害，他本人也于1935年为国壮烈捐躯。1939年

爱国群众吕有，程伯山因运送抗联部队过河而惨遭日伪军杀害。1942年2月，托密浅屯群众

一次为抗联部队送粮食3000多斤。1937-．,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在德都境内开辟抗日游击区

期间，组织起10余个抗1t救国会，发展会员200多人。这些抗日救国会宣传发动广大爱国群

众投入抗日斗争，为抗日联军带路，送信，送粮食、被服、药品，掩护伤病员。其中20多名

抗日救国会员惨遭日伪逮捕，杀害。德都人民深明大义，与抗联部队相濡以沫，为抗日斗争

做出了贡献，德都人民铁骨铮铮，冷眼直面侵略者的屠刀，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不怕

流血牺牲，勇于抵御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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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黑龙江省委派曲常川，边敬，赵青山等干部来德都工作。他们

依靠群众，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同年12月26日，

德都发生了反革命叛乱事件。延安来的老八路，德都县人民自治军独立营副营长赵青山在这

次事件中光荣牺牲。他留下了“生为德都生，死为德都死移的赤诚遗言。1946年～1948年

春，中共德都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德都人民开展剿匪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肃清了敌伪残余，

提高了全县人民的觉悟，稳定了社会秩序。随后，县内掀起了参军支前和大生产运动热潮。

1948年lO月，城镇各界人民向人民解放军捐献冬鞋代金1．5亿元(东北流通券)，并捐出了

一大批马匹和大车，出动民工千余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前线。1949年2月，上级挑选

T20名德都青年干部随军南下，其中18人到达江西省九江地区工作。几十年来，他们把青春

和智慧留在了江南，把自豪和骄傲献给了故乡。

1945---,1948年，全县有2286名优秀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lO月～1951年

3月，全县有241名优秀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有264位优秀的德都儿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保卫世界和平而献出了他们

年轻的生命。尽管他们的忠骨埋在了祖国天南地北一些不出名的山野沟旁，尽管他们的热血

洒在了异国他乡一些无人知晓的地方，但他们的忠魂早已回到了故乡母亲的身旁，他们的荚

名早已刻在了家乡子子孙孙的心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万古流芳l

德都地灵人杰，人才辈出。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在工农业生产和各行各业

中，德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和优秀人物。1949,---1985年获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的

有142人。其中从德都萌芽学校成长起来的全国劳动模范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

是我国妇女中较有影响的优秀人物之一。她曾于1950年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有德都籍的将军，飞行员，巾

帼指挥员。在一些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有德都籍的专家，教授、学者。在全国各地，有德

都籍地师级以上高级领导干部20余人。从1978"．,1985年，德都县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

工队，黑龙江省田径队，黑龙江省体校和自行车男女队输送体育健将级运动员lo余人，其中

多人打破国家记录。省自行车女运动员赵亚梅代表国家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并取得优异

成绩，为祖国和故乡人民争了光。

德都人民既有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古朴民风，义有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下的新风美

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好人好事涌现出来，层出不穷。有一大批以团员青

年为代表的喜事新办者。有以收养孤寡老人为母亲的小学教师刘柏林，刘国珍夫妇为代表的

尊老爱幼者。有以张朋，刘永明，朱义为代表的舍己救人者，而张朋为抢救落水儿童献身时

才年仅12岁。有以同歹徒做搏斗而致残的李国安为代表的见义勇为者。有以李万祥、郑国军

为代表的维护集体利益者。

四

解放前，德都县的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解放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经过几十年的勤奋努力，使德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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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沧桑巨变，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5年县属工农业总产值

13308万元，是1952年的15．7倍。

农业生产，德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县份，也是黑龙江省主要麦豆生产和商品粮基地

之一。1949年农业总产值1074万元，1985年达到11085万元，是1949年的10．3倍多。县内的

粮食生产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1958年--'1962年，县内出现了“一平二调帮， “共产

风黟和生产中的瞎指挥的现象，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作物生产降到了建国后的最

低水平。1961年粮食总产仅2734．9万公斤，亩产55．5公斤，交售粮食1115万公斤，商品率

40．77％。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生产逐步发展，1983．',-'1985年是粮食生

产大发展时期。1983年全县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粮豆作物的亩产，总产，商品率(除去人口增长因素)都成为历史的最好时期·1985年

粮豆总产12761．3万公斤，亩产149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7254．6万公斤，商品率56．85％。

1985年，全县粮豆亩产比1949年增长87％，平均年递增2．42％，总产增长184．44％，平均年

递增5．07％。 ，

1980年全县向日葵、油菜籽，苏籽，亚麻，线麻，甜莱，烟叶，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面

积21439亩，比1949年增长1·14倍，占总播种面积的2·16％。1985年经济作物面积47451亩，

占总播种面积的4·88％，比1980年增长了l·2l倍。朝阳，兴安，莲花山三个山区乡建有蕨

菜、蘑菇，木耳，猴头等山产品的采集，生产基地。其中蕨莱1976,一'1985年共出口604·2吨，

金额112·4万元。1985年全县农村多种经营收入达1882·8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20·99％，比

1982年增长3·61倍。

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1959年县内首次引进链轨拖拉机2台。1985年全县大中型拖

拉机876台，小型拖拉机1055台，联合收割机162台，机动收割机62台，农用汽车40辆，大中

型机引农具2993台，小型机引农具484台，机动拖拉机344台。建国37年来，国家共向德都县

水利事业投资910·3万元，全县共完成土石方917．12万立方米。修建防洪堤25·85公里，修建

排涝工程20处，治理内涝102400亩。修建自流灌区5处，水库7座，塘坝6座，电力提水灌

溉站7处、打机井97眼。

1949年，全县大牲畜年末存栏15165头(匹)，生猪年末存栏22180头，当年产量9743头。

1985年，全县大牲畜年末存栏25779头，生猪存栏40118头，当年产量21366头I绵羊存栏953

只I家禽存栏298857只。县内合理利用水产资源，陆续扩大人工养殖面积，引用外地优良鱼

种，促进了水产生产的发展。全县水产量从1949年的49吨，增加到1985年的678吨，增长了

13·7倍．

1985年，全县有林地面积429·19万亩，森林覆盏率31·54％’木材总蓄积量l 061·7万立

方米，其中天然林蓄积量1037·5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97·1％。同年，县属林木总生产量

18．71万立方米，总消耗量11·27立方米，总消耗量占总生长量的60·23％，年林木纯生长量

7·44万立方米，森林资源蓄积量呈上升趋势。 7

工业生产，解放初期以手工业作坊为主。1949年全县有全民所有制工厂3家，个体工业

户71家。工业总产值25·3万元。1985年县属工业企业lOO家，工业总产值2223万元，其中轻

工业产值1735万元，重工业产值488万元。工业门类有食品工业，建材工业，建筑业、饮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德都县志

制造业、饲料加工业，机械工业，木材加工业、木制家具制造业，制草工业，印刷工业，缝

纫业、修造业等。1984年，县酱油厂生产的一级米醋获黑龙江省优质产品证书。1985年，县

屠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皮鞋4．3千双，奶粉311吨，白酒233吨，食用植物油904吨，粮食

加工量12523吨，木制家具4·42千件，红砖2825万块，木材29867立方米。

1985年末，乡镇企业总产值1600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1·9倍，其中工业产值866万元，

比1980年增长了I．2倍，纯利润130万元，比1980年增长2倍。

县内交通便利，国道黑(河)．大(连)公路纵贯全境。境内公路成网，主要干线有北安

一五大连池，德都一二龙山，‘德都一克山，德都_北安、德都一讷河、德都一五大连池，德

都一龙镇、德都一太平乡等县乡公路。1985年，全县通车里程800余公里；年客运周转量32·5

万人／1205·6万公里，年货运周转量21万吨／1200．3万公里。哈尔滨一北安铁路在德都境内

里程55公里，设有龙镇，讷谟尔、二龙山火车站。 7

1935年建立德都县邮政局和电话局。1978年市话准电子自动交换机投入使用，市话拨号

实现自动化。1985年全县总邮路1549公里，市内电话电路637．7对公里，农村电话电路462杆

程公里(不含乡、镇村的线路)。

，1949年全县商业零售网点190个，1985年发展到1229个。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256万

元，比1978年增加70％。其中1985年供销商业的农副产品收购、商品销售额，废品收购三项

指标全部列居黑龙江省县级同行业第一名，大大超过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

建国后的37年间，德都县财政收支一直保持在“大体平衡，略有节余”的水平上，是黑

龙江省财政收支比较稳定的县份之一。1949,-v1985年，德都县财政收支额增长了156倍。工商

税收额比1950年增长了76倍，从1981年起，工商税收年年超百万元以上，为国家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教育事业变化巨大，解放前，劳动人民的子女大多数没有条件上学，90％的人成为终生

文盲或半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县内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乡村学校大量涌现。1951年全

县有小学94所，在校学生727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5％。1958年县内始办完全中学。1985年

全县有小学385所，在校学生50311人，小学教职员2874人；初中30所，高中9所，在校学生

17579人，教职员1772人，还有农民中等技术学校，卫生职工学校、技工学校、农业高中，职

业高中，广播电视大学、教师进修学校等专业学校各1所。县内尊师重教已蔚然成风，教育

战线满园春色。

科技事业不断进步。1964年始建县科协，1970年成立县科委。1979年“大豆垄沟深松玎．

“依地力氮磷配比施用化学肥料"获两项黑龙江省科研成果三等奖。1980年“尿素深施玎获

黑龙江省科研成果三等奖。1985年全县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645人，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的3人，中级技术职称的118人。

文化事业异彩纷呈。1954年县评剧团演出的二人转《蓝桥》，在全省民间艺术汇演中获

得了集体奖。1981年县龙江剧团演出的龙江剧《把家虎》，《等科长》，《恭喜发财》3台

剧，分别获得黑龙江省龙江剧观摩演出二等奖，三等奖和二等导演奖。1982年县剧团演出的

《两捆谷草》、单出头《一顿团圆饭》分别获得“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二人传评比赛黟二

等奖，三等奖。1985年，文．化艺术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类文化设施完善，形成了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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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文化网络。五大连池火山文化和讷谟尔河传统文化赋予德都人取之不尽的灵感，德都人民

用汗水创造着生活，也创造出独具黑土特色的艺术天地。

卫生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前县内仅有为数不多几家诊所，且医术不高，设备简陋。天花，

霍乱、伤寒、麻疹、鼠疫等急性、烈性传染病不断发生流行，死亡率很高，人民健康无从保

障。建国后，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1985年，县属医疗单位共有医疗技术

人员363名，农村有卫生技术人员336人，有主要医疗器械60余种。医疗机构遍布城乡，形成

了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大骨节病、克山病和甲状腺肿大三大地方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各种

疫病和普通病的发病率大为下降，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1983年，全县50131名已婚高龄妇女中有46 161人采取了各种节

育措施，节育率为98·54％，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1985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

3·8‰，比1963年的34·490下降了30·6‰。 ，

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全县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很普遍。女子竞走、滑冰，自行车

是县内的拳头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到1985年，德都为上级体育部门输送了大批出类拔粹的体

育人才，一部分人成为省级和国家级运动员，并在重大国际比赛中有所建树。

解放前，县内多数人民生活贫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逐步改

善，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厢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项经济政策

得到了全面落实，广大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社会商品日益丰富，人民的购买力大

大增强。1984年全县农村人均收A．398元。其中。人均收A．500元以上的有5599户，人均收入

超千元的有1809户，万元户111户。1985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443元，是1981年的3．7倍，是

1955年的6·7倍。1985年，一般职工家庭都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多数人家有

洗衣机，电视机，录音机，高档家具，银行存款，少数人家有摩托车，汽车，电话，冰箱

等。

新中国成立37年来，德都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使一穷二白的德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德都几代人的光荣和骄傲。但是，德都的经济还不

太发达，工业纂础还很薄弱，一些事业还刚刚起步。所以，我们不仅用自豪的目光去欣赏和

赞美德都的昨天和现在，我们更要以圾大的热情和百倍的努力去创造，建设德都的未来。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o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摹本路线指引下，3l万勤劳

智慧的德都儿女，一定能够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大业迹，让德都这只黑天鹅的翘膀羽毛日

丰，与我中华巨龙一起腾飞，去邀游二十一世纪划时代的天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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