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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序

’

张宏才

在省，地方志部门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全市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市志办全体同志的

共同努力， 《安达县志》历时十载，五易其稿，现在正式问世了。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全市人民文化生活中韵—件大事。

编史修志，旨在资治教化，求训致用，继往开来。早在民国2年(1913年)和伪康

德3年(1936年)，安达曾编写过两部旧志，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旧志虽记载了一

些可用史料，但从内容上看，门类残缺，孤陋偏狭，其指导思想主要是为剥削阶级服务

的。新编《安达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严谨求实，科学

分析的态度，将所集大量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照筛选，继承创新，既采纳了

旧志中的合理部分，又借鉴了外地的成功经验，最后熔铸成百万言志书。可以说， 《(安

达县志》是对全市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是开展科研，制定地方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和珍贵史料，是人们认识安达，开发安达，治理安达，建设安

达，振兴安达的一部科学文献．

新编(<安达县志》设有24篇、114章、423节。以时为经，横排竖写，分门别类，

上下贯通，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为一体，明规律辨正误于兴衰得失之中，察古今

寓褒贬于纵横叙事之内。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侧重记述有影响的重大经济活动。《安达县志》有8个篇目记述经济活动，

古整个志书篇目的33％，字数约50万字，占整个志书篇幅的45％。编纂人员以经济活

动为主线，力求全面反映各个时期农，牧，工、商各业的兴衰演变，详尽叙述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体现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体现不同的历史阶段从生产

到消费的整个循环过程，以求达到为繁荣本地经济提供借鉴，依据和参考之效。

第二，突出建国以来的历史性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安达人民挣脱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因地制宜，大胆改革，不断实践，取得了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农业打破了单一生产的格局，实现了粮、牧，企协调发

展，工业生产发展迅速，产值利润逐年大幅度上升。80多年前闭塞、贫穷、落后的蒙古

族放牧地，现已成为一座初步繁荣昌盛，美丽富饶的新兴城市。新编县志以无可辩驳的

事实，突出反映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交迁。
。

第三，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区域位置和自然条件是决定一世一地，一代一方

盛衰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着不同的曲折发展过程。解放前，安

达地瘠民贫，饱经战乱，加之剥削制度的桎梏，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解放后，安达百业俱兴，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较快，县志重点突出农，牧，

是F，卜盘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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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几次政区合分变动，机构撒并调整，又给安达的发

还运用了大量的详实资料，透视了安达各个时期宏观和微观

映了时代留给人们的启迪和思考，并从社会风情、地理人

达的地方特色。

当代。本志对安达近，现代的发展变化从略记述，对当代各

文化等叙述较详，着墨较多，体现了本地环境、资源和社会

了安达人民的奋斗史，安达的社会发展史。

慧的结晶，在此告竣问世之际，谨向全体编纂人员，以及指

作的有关单位和各方面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诚望全市人民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利用好这部工具书，兴利除

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l

1991年5月

(张宏寸同志系中共安达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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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梁青

到今年搿七·一胗，我来安达工作巳整整一年了。刚到任，市志办的同志就把《安

达县志》(征求意见稿)送到我的案前，这些珍贵史料—下子缩短了我与安达的距离，

把我融进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县志对我的向导、资治，镜鉴作用至

今仍使我感触颇深。

——它是我们掌握“一方之全史’’的必备教材。方志的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
可靠性、具体性、时代性、科学性和人民性，向我们提供了一定历史时代天、地，人，

物，事的真实画面，是我们吃透史情，现情的必读之书。

——它是我们结合历史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文献。历史是一面镜子。《安达县志》

对于每一行业的记述，既谈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又叙述现状和基本情况，既有传统经

验，又有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内容全面详实，寓意博大精深，是我们因地制宜、科学

决策的帮手。

——它是我们加强社会教育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工具。《安达县志》不仅反映
了党的英明领导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实施，而且突出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不仅叙述了安达的自然历史和人文风情，而且褒扬了人民群众移风易俗，除旧布新和战

胜邪恶的丰功伟绩。利用它对全市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乡土教育，推进全市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它是让世人了解安达的搿导游劳。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主旋律，开放的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达程度。要扩大开放，吸引八方贤达来

安达投资建设，首要一条是让他们知晓安达。局外入借助县志了解安达，可收到搿于百

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也一的效果。因此，县志具有直接的导游意义。

——它是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的一面镜子。县志中许多情况可作为借鉴，许多优良

传统可以继承，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许多珍贵的科学资料可供利用。只有‘‘不割断

历史地看问题"，才能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才能沿着历史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

不断前进。

最后，我谨代表市级六个班子领导和全市人民，向编纂县志的同志和为县志编写做

出贡献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l同时希望全市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利用好这部百科全

书，为振兴安达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1992年6月

(梁青同志系现任中共安达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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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王衡

我在安达工作了30多个春秋，与安达这块美丽富庶的土地和生潘在这里的人民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

新编《安达县志》以丰富的内容，记述了安达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丰功伟

绩。它是一部难得的，成功的地方史书。它的出版是值得全市人民引为自豪和骄傲的一

大快事。为此，我表示衷心地祝贺!

安达是一座工农并举的新兴城市。她地处松嫩平原腹地、黑龙江省西南部，南望省

会啥尔滨，北通鹤乡齐齐啥尔。这里平原广阔，土地肥沃，水草丰荚，物产丰富，交通

畅达，人杰地灵。背依石油名城大庆，属大庆经济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达人民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开拓进

取，艰苦奋斗，注重发挥综合性小城市的优势，坚持工农并举，城乡一体，不断深化经

济建设，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凋增长。全市各条战线都焕发了新的生机，各项工作取得

了令人鼓舞的成就，经济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在城市经济中，业已形成了

以食品，石油化工、纺织、建材和机械电子五大行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体系。市属黑龙

江乳品厂为亚洲规模最大的乳品加工企业，新投产的中外合资企业“龙新化工有限公

司"是大庆三十万吨乙烯工程的重点配套项目之一，年创产值1．8亿元，新建的丙烯酸

甲脂和引进外资兴建的机织天鹅绒等项目将在“八五"计划第一年投产、达产，年创产

值可达4 736万元，创利税l 774万元，省“八五矽期间重点建设的年产1．5万吨苯酚项

目，投资l亿元左右，正在积极地做前期准备工作。工业主产品130余种中，红星牌奶

粉1983年被评为国家银牌奖，并同华丹牌奶粉一起在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和

银牌，高科技领域的逆变直流弧焊机已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填补了国内空白，

红梅牌全脂甜奶粉等几十种产品为部优和省优产品。经过几年来的治、整、改，安达的

工业企业日趋壮大，“七五"期间全口径工业总产值达1．3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

59％。商贸经济在市场废软的严竣形势下，紧中求活，扩大销售，1990年，社会商品零

售总颏突破3．5亿元，外贸出口总额比上年有较大幅变的增长，市场进一步繁荣稳定，

地方财政收入达5 100万元，连续7年做到了收支平衡。

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口以牧为主，农牧结合，

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引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得到升温，以奶牛、

为主的畜牧业继续大踏步前进，乡镇企业在困境中保持了稳步发展。整个农村经济初步

实现了“粮、糖、畜、草、苇、渔、工．商、副"的良性循环。1990年底，全市奶牛存

栏达4．62万头，居全国县级单位之首。与此相关的饲料，皮毛，冷冻加工等企业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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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巨大的生机。

搿七五耪期间年均社会总产值8．t亿万元，以每年9．7％的速度递增。经济结构日趋

合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以商贸为窗口的贸工农一体化经济格局逐步形

成。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交通通讯方便，工业门类齐全，商业贸易繁荣，城市功能

不断增强，科教文丑等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的新兴城市。

安达的巨大变化，是党的方针政策化为人民群众具体实践的结果，是解放思想，深

化改革的结果。我相信，各方面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的作用，将会使安达的发展步伐越

来越快。

当然，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回首往事，我们既有成功的欢乐和快慰，也有逆境

中的困扰和忧虑。只有不断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的

基本路线，面对现实，迎接挑战，不畏艰难，奋勇拼搏，充分发挥全市人民的聪明才

智，才能把安达建设的更加美好。 ，

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波澜起伏，充满雷声闪电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史比世界上任何

一部历史都更加丰富和伟大，它提供给后入的是知识，经验和智慧。我恳切希望全市广

大干部和群众，追溯历史，展望未来，埋头苦干，攻坚克难，以扎实的脚步续写新的历

史篇章，去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
1991年5月

． (王衡同志系安达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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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记述安达县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为安达

县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篇专志和《附录》组成，呈三段结构。首立

((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综述县情大事，总摄全书，专志设24篇，篇内设章，

节、目，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末缀《附录》，拾遗补阙，为本志之尾。

三，本志上限一般起于1901年，部分内容上溯，下限断至1984年，为保持资料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个别地方适当下延。

四、本志按安达县历史辖区记述，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36年的史实，突出时代和地方特色，简要记述中华民国(含伪满)及以前的历史，以存

县史全貌。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6种体裁。以志为主，选择使用，以求文图

并茂。

六、本志文体。 《概述》采用叙议结合的方式， 《大事记》为编年体和记事本末

体，其余均用语体文、记叙体，只叙不议，寓观点子记述之中。

七，为追本溯源，记述始末，充分反映安达县政治、军事斗争和经济，文化建设发

展概况，各篇之首均有综述。

八，本志时间称谓及纪年使用l安达县解放前后I)A1946年3月2．5El为限，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前后以1949年10N 1日为限。解放前，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

队，群众团体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使

用公元纪年。

九、新中国成立后的安达县历次政治运动，本志不作集中记述，确属需要记述的重

大事件，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节中。

十、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对安达各个时期有过突出贡献和影响的

人物，不论籍隶何处均予入志，对本籍人在外地工作并有突出贡献和影响者，也予入志，

为扬善抑恶，还记载了个别历史罪人。立传人物不分职务高低，均以卒年为序排列。对

在世人物，本志收录了地、师级以上的党、政、军各界领导干部；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

的高级技术人员，荣获省级以上奖励的先进个人，兼收本地的知名人士。

十一，本志所用数字，除成语，习惯用语、专用名词使用汉字外，文、表中一律使



十三、本志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照录中国旧制及其它计量单位，重要数字括

注当代公制，新中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国家规定的市制和公制两种计量单位·

--l-I匹t、本志使用称谓。地名，机构名称一律采用历史称谓，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

名，简称，人物直书姓名，括注化名，别名，必要时加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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