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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新编《依兰县志》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它承接了中断六十五年

的依兰史乘，是总览依兰今古概貌的一部新型志书。它的出版是值

得全县人民欣慰与庆贺的一件大事。
· 县志是多学科综合性著作。它可使我们膏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居今而知古，继往而开来一；可为当政者借鉴，兴利除弊，勇

于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可做乡土教材，

促增人们热爱乡里，建设家乡的热忱；尤以历史人物教育影响后

代，可激千秋之爱憎， 膏彰往昭来”，使一怯者勇生，贪者廉

立一，激励人们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依兰古城，历史悠久。倭肯哈达古人洞穴的发现，证明五六千

年前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度过

了荒山漫野，遍地荆榛的洪荒时代，经历了渔猎、农耕时期，创造

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几经风雨，历尽沧桑，榛莽

化作良田，平沙变为名城。在艰苦的创业中我们的祖先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历代的革命斗争中，无数革命烈士鲜血洒遍古城大地．

I 945年依兰人民获得解放，I 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全县人民摆脱了

沉重的枷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使新生的依兰经济繁荣，人民富

册，树立永恒不朽的丰碑。而我



疆创业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业不去予以记叙，无疑将史随人亡，不但

：何愧于创业的先辈而又负疚于开拓未来的后代·

新编《依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依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记叙了依兰

县有史以来到1 985年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的演变情况，着重反

映了经济规律与效益；依兰文化古迹、风味食品颇著盛名，志中亦

特加以著墨。

． 这部县志的编纂成书，要感谢编写本志的全体同志夜以继日，

付出艰苦的劳动；感谢为本志编写提供资料，热心关怀和大力支持

的同志1

本志不尽完美，纰漏不少，朗如待补，我们殷切欢迎阅览本志

者提出批评、指正。
●

《依兰县志》编纂委员会

1 9 8 8年l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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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遵循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分大事记、建置、自然地理、农业、工业、交通邮

电、商业、财政金融，城乡建设、党派社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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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人物共21篇。志首设宁文、凡例．概述，‘各篙中共没)1掌3 2 8

节，节以下一般以时间为序。个别篇章，尤其清代以前，因资料多

寡不一，而今古详略各异。

三，依兰旧志仅见光绪十七年《三姓地方乡土志》、民国9

年《依兰县志》，且极为简单。本志力求纵贯依兰历史，，故上限不

求划一，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内容则有超越此限。

四、本志《大事记》系采用编年记述体，即以时间为顺序，以

时系事；对时间跨度较长的事件辅以纪事本末体，以事附时，适当

归并，集中记述。

五、本志《人物篇》是按照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立传

者，皆为本籍人在本地或外地，外籍人在依兰已故人物，并对历史

有着推动或阻碍作用且有较大影响者。国家或省级立传人物，本志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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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写在依兰事迹部分。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则按以事系人的

原则，将其业绩记入有关篇章。

六、有的机构、组织和会议名称，有通常>-7惯使用的简称，除

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其余均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依兰县

委员会，简称为中共依兰县委或县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依兰

县委员会，简称为政协依兰县委；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

代化，简称为四化。
‘

七、志中两处或多处交叉的同一内容，为避免重复，仅在一处

记述，在另一处则注明见某篇章。

八、志尾附录中《地方文献辑存》，以历史部分为主，现代文

献过于繁多而集中馆藏，则编《地方文献要目》，以备查阅．



概． 述

依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区西南部、松(花)牡(丹)江

畔，倭肯河旁．地跨东经129。11 750∥一一130。11
7

40∥，北纬45。

51
7

40，一一46。397 20，之间。三江环绕，群山叠障，是通往祖国

东北部边陲要冲之地。

全县总面积为4616．03平方公里，地形平面略呈枫叶形，状如

蝴蝶，以松花江、牡丹江汇合处为中心，平卧于三江平原的西部。

东西最长距7 6公里，南北最长距9 0公里，是五山一水四分田的

内地县份．

全县人口356755人，有汉、满、朝鲜、回、蒙古、鄂伦春、锡

伯，维吾尔、鄂温克，壮、土、俄罗斯等l 2个民族，汉族占
●

94．7％。

全县辖2个城镇，5个乡镇， 1 0个乡和一个朝鲜民族乡，共

357个村，399个自然屯。

依兰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境内地形复杂，气

候差异很大．年平均气温2．6—3．1。c，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8．6

。c，最低气温为37．2。c。最冷月出现在1月，最热月出现在7月，

全县积温偏差较大，为积温不稳定区。

依兰史称。三姓一，满语膏依兰哈喇一曾有。东北重镇一、

。遐迩通衢”， “声闻黑北三千里，呜贯江南十六州一之称。依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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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族的故乡，清朝宗室发祥重地，清太祖六世祖女真族酋长猛哥

铁木儿，曾居住依兰牡丹江西-5大屯·一带．清初葛、卢、胡(或

富)三姓赫哲氏族受招抚，由黑龙江流域举族徙居古依兰松花江，

牡丹江、倭肯河，乌斯浑河流域一带地方，始定三姓之名。

依兰历史悠久，1 9 5 0年倭肯哈达古人洞穴的发现，证明早

在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有史记载初为肃慎民族

活动范围，汉代改称挹娄，南北朝时为勿吉国中心，唐属黑水都督

府辖。渤海国时德里府曾设于牡丹江西岸马大屯一带。辽代于境内

设五国部(城)之一越里吉国，1受辖于黄龙府都部署司。金代于五

国城遗址设胡里改路，元设胡里改与斡朵里万户府，明代设胡里改，

和屯、呕罕河等卫，。辖于奴尔干都司。清顺治初年，赏世袭佐领管

理三姓地方，康熙五十三年(1 7 1 4年)设协领，雍正十年(1

7 3 2年)设管理三姓地方兵丁副都统，光绪三十一年(1 9 0 5

年)设依兰府，宣统元年(1 9 0 9年)设东北路道，民国2年

(1 9 1 3年)废府立县。伪满洲国时期仍为依兰县，隶属三江

省。 1 9 4 5年解放后，先辖于合江省，．后隶松江省，今属黑龙江

省佳木斯’市。

依兰土地开发历史较远，金代中央政权于依兰设置胡里改路治

时即指令“予民耕种一。清初放旗地耕种，光绪末期全面开禁，大

量放荒垦殖。

依兰全境地势与自然条件，宜耕．牧、林，渔。巴彦哈达山、

拉哈府山逶迤起伏；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纵横其闻，山秀水

清，田野平沃，乡村错落。堪称鱼米之乡。

县内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茂密。林地面积为196362公顷，占全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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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总面积42．54％，蕴藏着黄菠萝、核桃秋．水曲柳、榆，椴、

．柞，桦、红松、云(冷)杉等多种珍贵林木。县境内小兴安岭余脉

的原始森林尤为珍贵。矿产资源以煤为主，质优著名中外，储量达

3．34亿吨，其它油母页岩、石灰石等十余种矿藏储量亦极丰富．

依兰山多林密，野生植物资源品种繁多，有优质蜜源椴、苕；

有年可出口200余万吨的蕨菜、薇菜、蘑菇、猴头、 木耳等山野

菜；有山葡萄．松籽、核桃、弥猴桃等山野果。野生中草药材达

1 10余种，龙胆草、黄芪、党参、人参等，年产值约40余万元。野

生动物资源有黄鼬、灰鼠、水獭、狐狸、猞猁、野猪等十余种，最

高年产野生动物皮13000余张。依兰境内江河纵横，有13科63种鱼

类，最高年产量达91 6吨。河蚌，莲藕、菱角可发展人工养殖事

业．
．

依兰景色宜人，山水幽美，文物古迹，颇为丰富，具有开发旅

游业的资源条件。依兰松花江北丹清河十景，是佳木斯辖区内特有

的风景区，著名省内外；倭肯哈达山的古人洞穴，辽金以来的墓

葬．城池、建筑遗址5 0余处，分布江河两岸，吸引了中外游客．

依兰县文物管理所藏有猛玛象牙化石及各种古今珍贵文物数千件．

1 9 8 5年接待游客、来访者达万余人次，以它独具的特点，展示

着古城依兰的历代风貌．

． 1945年解放以来，依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项生

产，建设取得较大的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变化尤为显

著．1985年国民生产总产值为2 1 1 07万元，比1 978年增长9％，比

1984年净增900余万元；社会总产值达34109万元，为1984年的

1 12．9％；国民收2k17421万元，为1984年的1 14．4％；国民人均收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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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512元，为1984年的1 14．5％。工农业总产值达25007万元，其中

工业总产值10386万元，农业总产值14621万元，农民人均,1炙X340

元。粮食总产量41773万斤．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104万元，零售额

9597J]元。社会购买力总额10839万元。

依兰盛产小麦、大豆、玉米。1985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49

年，1956年、1965年、1978年增长9％、6．6％、3．6％、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改土工程。水利总投

资约为4000余万元。全县共修建中小型水库9座，控制流域面积

948．5平方公里。水库、。塘坝、蓄水池总蓄水面积2398亩。安装机

电井29 6眼，抽水站54处，7建排水闸1 o座，开渠道563公里。由于水

利建设的发展，农业稳产．高产比例逐年增加，排灌引控能力逐步

向标准化。

。全县工业总产『直1 985争为1 0386万元，是1949年的56倍，比

1956年增长55％。原煤、电力、亚麻加工生产，在全县工业中占重

要比例，1 953争累檗声量为5 9D屯，l97 8牟增至431 041吨，1 985年

为77570 9吨，比建国初葫增加1590倍。依兰发电厂被誉为牡丹江上

的膏明珠”，是当前佳木斯市辖县唯一的水利发电站，1 9 5 6年电力

生产为2697)"度，1978年为1003万度，1985午为2036万度，支援了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依兰亚麻生产历史较早，是佳木斯

市区仅有的生产亚麻县，1 985年收购亚麻原茎1 3000吨，产值占全

县工业总产值7％。县化工厂综合利用煤干石和盐酸生产结晶氯化

铝，年产2000吨，产值136万元，产品直接供给全国重点工程大庆

乙烯厂。县制药厂部分产品畅销全国，1985年人均刨利润1．6万

元。上述工业在全县工业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依兰工业振兴腾飞的
—— 4——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支柱一

全县基本建设投资，1985年为2 168万元，比1978年．1983年分

别增长70％、36％，比1949年增长145倍．

依兰县早在明代境内即设有斡朵里站，一半山站，下可通奴尔

干都司。至清代于依兰松花江北岸设驿站多处，监修通至宁安、．密

山官道，设兵站传递军情与通邮，水陆交通逐渐开通。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交通事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县境内公路，水

路通车(航)里程达1 300／Z,＼里。公路客运，日开出班车百余次，年

客运量为180万人次，货运为370834吨。水上客运为2．5万人次，货

运30293吨。全县邮路总长为1728公里，比1952年增长1 1．7倍．

清雍正朝设三姓副都统后，依兰逐渐成为商业中心，每年夏季

均在城内“贡貂赏乌凌”进行商品交换，清末民初之际成为依兰商

业兴盛时期。 膏凡东边各城镇之商人及远东人士皆贸易于此一。民

国20年(1931年)村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

经济掠夺，依兰商业逐渐萧条，一蹶不振。1945年解放后，依兰商

业得到发展。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品购进、调入总额为13578

万元，比1 978年、1 984年分别增长233％，98％；全年商品总销售

额完成10747万元，比1984年增长4．6％，社会商品零售额为6596万

元，比1978年、1984年增长39％、17．2％。19f15年外贸出口额为

1254万元，比1984年增长42．6％。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各项事业也呈现繁荣景象。在科技战线

上，有百余项科研专题被评为省、县获奖项目，为全县经济发展提

供重要条件。全县教育事业达到了村村有小学，1985年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97％，中小学学生在饺数为78098人，比1949年建国时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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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倍；有中、小学校数为407所，比1949年增加3倍．人民文化

水平普遍提高，全县有高中级各类技术人员1 2 53人；大专、中专、

高中毕业生2047 1人。全县文化艺术创作人员达250余人，他们在国

家、省、地级报刊上共发表作品350余件。民族、民间文艺东北秧

歌、高跷、龙灯、台(背)阁颇为流行。县有电影放映单位2 36

个，1984年观众达715．577人次，全县每年人均看电影20次。全县

广播专线长261．6公里，达到村村通广播。全县电视台覆盖面积为

4000余平方公里。
、

，一

建国37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比解放前有很大提高。解放前，由于日伪反动政府强征暴

敛，，广大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饱腹，贫病交加．生活十分痛

苦。．解放后，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有改观。1985

年新建房屋1478间，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在农村已很普遍，有电

视机I．5万台，平均近23人一台，部分农民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

变。农村卫生条件显著改变，3 1个水质较差的村屯吃上自来水，其

中26个实现引水进户，有的屯建起浴池，开创了农村卫生的新局

面。城镇居民1 985年消费总额达1 3456万元，比上年增长7．80k。

1985年国民人均收入为512元，比1983年、1984年分别提高9％、

9．3砀。城乡储蓄额达39 1 6万元，}：L1 984年增长725万元。1985年全

县用于人民生活方面的投资、集资达200万元以上。1982年统计，

80岁以上老人为936人，其中90岁以上37人，1985年全县人均寿命

为63．3岁。

】985年县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城乡建设，人民精神面

貌大有改观。城乡街道整修平坦，风雨无阻；城镇主要街道绿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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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装路灯美观方便；二十里环城堤不仅加强了县城防洪、抗

洪能力，使交通畅通，又美化了人民生活。全县人民法制观念，

道德风尚日益向上， 。五讲四美三热爱一(讲文明、讲礼貌、讲卫

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

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活动深入人心。1985年被评为省级文

明乡镇1个，文明村1个，文明单位2卟；全省卫生文明镇1个；

市级文明乡镇2个，文明村17个，文明单位1 3个。县以上文明村占

全县村屯总数的27％，文明乡镇占乡镇总数27％，涌现22 300个

膏五好家庭一，360个靠双文明户一．依兰县在全省百县精神文明

建设竞赛中评为文明建设先进县．

依兰是具有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古城，人民富有高尚的爱国主

义情操与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远在乾隆二十五年(1 760年)三姓

暴发TTooo参丁反抗清朝地方政府的斗争．同治元年(1862年)暴

发了葛成隆起义①，这是以三姓黑背金矿工人为主体，广大农民参

加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武装暴动，是东北历史上采矿工人起来反抗

统治阶阶的一次空前大规模的行动，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在

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清光绪二十六年(1 900年)三姓清军爱国士兵、民众、金矿工

人及义和团并肩抗击沙俄侵略军的战役，．是依兰人民反帝斗争史上

的光辉篇章·经过巴彦通、倭肯河、依兰城三次战斗，杀敌数百．

副都统英阿、统领全亮身负重伤：佐领英林，先锋舒迎春、葛英

印阵前殉国。广大依兰爱国军民血染疆场：壮烈捐躯，谱写了一曲

①国家第一档宾馆《东三省农民运动类》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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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历史壮歌。

民国8年(1 9 1 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依兰，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积极响应。迅速展开了反帝爱国斗争，依兰人

民坚决支持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膏和约”上签字，英雄的依兰人

民坚定地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

民国十：丸年(1 9 30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到依兰的松花江

北岸。伪满康德元年、康德3年(1934、1936Jp-)先后在农村与城

镇建立中共依兰县委。在依兰地下党早期领导人唐瑶圃、高禹民等

同志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先后建立了区委、救国会等抗日爱

国组织，抗日烽火燃遍城乡。依兰中学是依兰地下党活动的基地j

学校党支部出刊《前线》，演出《生命与国家》、《卓文君》等剧

目，宣传抗日救国及反封建思想。农村党组织在群众中建立救国

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率领广大农民向日伪军统治集团进行

了殊死斗争。

伪满康德元年(1 6 34年)由于日寇强制缴枪缴照，抢占土地，

激怒了土龙山(今桦南县)农民，暴发了历史上著名中外的土龙山

农民暴动，击毙日军饭琢朝吾大佐，震惊了日伪朝野，坚定了中国

人民抗日决心与斗志。

康德4年(1937年)3月1 9日抗联三、四、六、八、九等军，

在依兰地下党配合下，由周保中、赵尚志共同指挥联合攻克依兰

城，面-i-死b匕日军警务指导官及伪军多人。伪满康德4年(1 9 38年)，

中共依兰县委等抗日组织均遭破坏，1 50余人被捕入狱，35人被判

刑，广大革命者在敌人的淫威下，坚贞不屈的精神，在刑场上英勇就

义的壮举。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慨，依兰人民永远缓怀这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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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牺牲的烈士!在抗日战争时期，依兰人民对日寇独立或配合抗

联部队进行了大小战斗200余次。歼敌千余人，缴获各类武器2000

余件．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全县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向

日寇最后_击。而伪满军警宪特土豪劣绅，乘机拉起土匪武装，在

县境内有大小十几股匪军，约五，六千人一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刚

刚解放的人民又将重遭涂炭。

1945年中共合江省委，先后派来王剑秋、杨超时、徐以新等同．

志领导依兰人民翻身闹革命。方强同志率合江军区部队；谭友林同

志率三五九旅进驻依兰进行剿匪．依兰人民子弟兵积极配合剿匪斗

氛1 94 5年1 o月至1 946年3月间，于依兰境内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

缴获各种枪械3000余支，彻底消灭了境内土匪，保卫土地改革运动．

顺利进行． ，

解放战争关键时刻，依兰人民两次组建步兵团输送去主力部

队，参加辽沈、平津著名战役。依兰人民子弟兵参加全国解放大

军，转战大江南北直至海南岛。依兰县政府与人民直接担负了艰巨

的支前任务，组织数百担架队与各种物资支援前线。依兰人民和她

的子弟兵在解放战争中下立了丰功伟绩。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

运动。依兰组织2000民兵，8 00人的担架队参军参战。全县人民捐

献飞机一架，发扬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

依兰人民为了捍卫疆土与保卫民族生存，为了人民解放事业，

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有

200余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光辉形象，不朽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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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为我们树立了历史永存的丰碑，鼓舞着全县人民永远奋发前

进。

建国以来，中共依兰县委依兰县人民政府组织带领全县36万人

民沿着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地利用地方经济资

源、人才优势，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欣喜成果。

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处于历史上转折的伟大时代，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总目标的轨道

上，这是我们在历史新时期面临的严峻考验．全县人民必将坚持中

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经历与无数革命烈士流血牺牲的精神，在伟大

的社会主义祖国胜利前进中，育信心、有能力把家乡建设成为，政

通人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庶的新兴倡盛的依兰l

、科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