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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我们绥滨县继承中华民族编史修志的光荣传统，出版了建国后第

一部《绥滨县志》，这是全县人。民生活中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治理一个县应以县志为

鉴。绥滨县在历史上无一本可以借鉴的县志，是一大憾事。今天用志书

形式把绥滨县的自然、。社会、人文记载下来以资后人，乃是一件幸事。

在绥滨3 3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华民族就创

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早在三四千以前肃慎族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汉

代有挹娄文化遗存。南北朝时有勿吉文化遗存。唐代南黑水林辆人在

蜿蜒河流域发展起来，分为三支迁往内地，其中一支迁至阿什河流域，

到辽代建立完颜部。这时将林弱人改为女真人。完颜部女真人强大起

来兴兵灭了辽，建立大金国。到清朝将女真人改为满族。绥滨是满族

的发祥地和故乡。留在绥滨地区的女真人在辽代建立了五国部之一的

奥里米部，同时还建有中兴古城，古城岗古城。奥里米部当时有万户

人家，几万口人，可谓发达。古代民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文化遗产，值

得绥滨人民骄傲。由于战乱。元明清时期曾一度荒芜。

民国初年．绥滨一带大量放荒，内地居民纷纷迁来，领地占荒，建

立五大垦殖公司，唤醒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重新得以开发，她以丰富

粮食再度奉养着绥滨人民。

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绥滨，蹂躏绥滨人民1 3年之久。绥滨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联军一道

英勇抗击日寇，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本参事官洲奇吉郎被击毙在

北古城岗上。绥滨的英雄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普写了曲曲战歌，迎来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绥滨的解放。
’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绥滨有1 500名优秀儿女自愿报名走

上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场，一些青年为解放祖国、保卫祖国献出

了他们的宝贵生命。

．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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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全县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推翻了两千多年

的封建势力，农民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

翻了身。建国后，绥滨人民又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县委、县政

府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使绥滨县工农业生产、科技、教育、文

化、卫生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人民一天一天走向富裕，生活有了明

显提高。今日之绥滨，非昨El之绥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绥滨县地处祖国东北边疆，黑龙江和松花江环抱，地势平坦，水

土丰腴，自然资源丰富，为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

件，勤劳的绥滨人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经过辛勤劳动J创造出大量

的物质财富，每年向国家交售大量商品粮，成为国家商品粮基地，为

． 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

一

《绥滨县志》将绥滨人民的英雄业绩，从古至今，从政治、经济、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详实记载，给绥滨人民留下光辉史页。

编修县志是项艰巨的文化工程，是无愧前人有益后人的事业。．

《绥滨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它为决策者和科研人员提供自然、

社会、人文等方面的科学数据和依据；为进一步开发绥滨，建设绥滨

提供历史借鉴；为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

教材，也是一项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事业。我们不但今日留

下这本宝贵精神财富，今后将这项事业继续下去，让绥滨的辉煌事业

代代有所记载。

绥滨这方水土，养育了18万勤劳勇敢的人民。绥滨人民不负她的

养育之恩，已经把她初步建设成“南腾松花稻麦浪，北跃黑龙鱼满

江’’的鱼米之乡。绥滨是我的家乡，我热爱这片沃土和朴实无华的人

民。我们要踏着先人的足迹，发扬前人的传统，吸取前辈的经验；团

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同心

同德，团结奋斗，为把绥滨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而奋斗。

赵树和

一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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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中

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遵循《关于建

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要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从1898年开始，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部分上限

追溯稍远些。 ． 一

三、本志设有概述篇，以方便读者开篇就可以观览到全貌。

四、志书在内容方面着重记述了本县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育、人物等方面。由记、志、图、表、录组成，共分

23编，下设章、节、目。历次政治运动未单独设篇，散记在大事记和

各编之中。

五、大事记采取编年体，其余部分采取以类系事，以时为经，以

事为纬，经纬结合的方法编辑而成。

六、本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县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和现实档案

资料；图书、杂志、报刊资料；县统计局资料；群众口碑资料；县内

各乡志、各系统专业志资料。

七、本志出现的旧地名都加有注释。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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