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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的千古荒原，终于被唤醒了。 ‘·

祖国边陲，大穆棱河之南，松阿察河以北，方圆一千二百余平

方公里，’平坦辽阔，土质肥沃，资源丰富，可是历代王朝，任其荒

芜6沼泽漫布，蒿草丛生，野兽出没，人迹罕至。
‘

一唱雄鸡天下白。人民政府重视垦荒，加强边疆开发和建设d

1955年，黑龙江省公安厅组建地方国营青山农场，揭开了披荆斩棘的

垦荒序幕。1957年，王震将军亲临视察，将农场纳入军垦序列。接

着，大批转业官兵浩荡而至，摆开向地球开战的广阔战场；头顶蓝

天，脚踏荒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迅速使八五六农场的分场、生

产队遍及整个荒原。尔后，又有一批批大专学校毕业生，山东支边

青年，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建设者相继而来，汇成了巨大的建设洪

流。先后两万多人在这里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用汗水以至鲜血

谱写了农场的光辉史篇。

三十年过去了。八五六农场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十多万亩耕

地的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场内村镇座座，公路纵横，五业兴旺，

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场干部职

工团结战斗，生产稳步上升，生活日益改善，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

局面。年产粮豆一亿多斤，经营盈利，贡献越来越大。现在金场群

众正以改革创新精神，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建设安定，繁荣，富

庶的社会主义新边疆而奋斗。

回顾过去，创业维艰≯展望未来，任重道远。、为了积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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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继往开来，编写一部八五六农场史成了全场

群众和参加过农场建设的同志们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光荣使命。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场同志们的支持下，经过编

纂人员的努力，历时两年，这部场史终于在建场三十周年之际奉献

在读者面前了。

这部场史是八五六农场建场三十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

史发展进程的缩影。由于我们水平低，加之历史资料不全，尽管我

们作了最大努力，遗漏和错误仍会不少，恳请读者指教。

在编纂场史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场外很多单位和同志们的大

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农场党委，表示城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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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第一节 地理位置： ，：： ；

，

、●

1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位于大穆棱河下游南岸虎林县西南与密

山县东部交界处。地理座标。北纬45度22分24秒一45度44分50秒，

东经132度Z8分～133度11分38秒。东与八五八农场，庆丰农场，虎

林县义和公社接壤，北沿大穆棱河与义和公社、太和公社，宝东公

社、八五O农场搭界，西靠穆兴分洪道与八五七农场为邻，南同兴

凯湖农场毗连，东南隔松阿察河与苏联相望。‘ 一·‘，

农场境内无人民公社“插花"。兴凯湖农场造纸厂运输汽车取

道我场而至宝东。 +．

农场境外尚有物资转运站在宝东，石灰厂在密山县连珠山，煤

矿在鸡东县新华公社长山沟o
。

，。，，． 第二节 地形，山丘、水系 ．

一，’地形 。

’

，．

’
1’

’，

’我场地形平坦，西北高东南低。东西坡降为1／looo一1／6000；南

北坡降为1／1500--1／loooo。海拔高程87米一64米。除东林子以南至

兴凯湖农场地带为滨湖低平原外，大部份属于冲积平原。农场北部

沿河区局部微地形变化较大，西部和西南部漫岗与水洼地交错分

布，形成大小碟形地带，东部和东南部地势低洼，部分地区形成不

同程度的轻重湿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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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丘

场内有六座孤立小山。即：大青山，小青山，小龟山，大老等

窝，小老等窝、小石山。多分布于大穆棱河沿岸。t。

大青山。位于北纬45度41分，东经132度43分处。主峰海拔高

187．2米。东西长3．54里，南北宽1．84里，面积4．6平方公里。山

体为风化岩，生长杨，椴，柞次生林。山上有小蛇。该山位置险

要，控制着青宝公路。

小青山。位于北纬45度37分，东经132度41分处。海拔高106．8

米，面积1．4平方公里。山体为玄武岩。现已建设成农场场部。

；．小龟山。位于北纬45度42分，东经132度46分处。海拔高95．6

米。山麓有大穆棱河龟山桥，为进出我场之咽喉要道。 ．

，三，水 系 。

大穆棱河，穆兴分洪道、松阿察河属淡水常流河。小穆棱河，

青黑河，小黑河，小青河属沼泽性河流，浅而窄，弯曲大，流水不

畅，夏秋雨季漫流，干旱时断流，利用价值不大，目前多已裁弯取

直，成为排水千渠。

大穆棱河。穆棱是满语“马t，的意思。该河发源于穆棱县境内

高集岭，流经我场76公里。河道弯曲，宣泄不畅。据记载正常流量

为32立方米／秒。1940年以前，夏秋涨水季节，帆船可通密山知一

一带，来往客商颇为频繁。

穆兴分洪道，亦称穆兴水路，俗称大西河。流经我场45公里。

据伊通水文站记载，正常流量38．9立方米／秒。大穆棱河汛期，通

过湖北闸分洪而泄入小兴凯湖，最大流量曾达2，660立方米／秒。

松阿察河。松阿察系满语“盔缨"之意口流经我场41．5公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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