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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剐主任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特邀撰稿

鳊纂指导

审 定

工作人员

扉页题字

摄 影

制 图

五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郭清沧

高洪吉 王福良孙世铎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振芳 马清波王喜霞

李有生 李国华 李树文

张志刚 张敬三张跃鹏

徐文学(兼)

郎国兴(兼) 李茂森

郎国兴

李茂森

(以时间为序)

陈维谦 肖君山

杜景泉赵颖

崔鸣九

管正信亓耘田

柳成栋

王金福薛德山

傅雅芝陈晓华

爱新觉罗·溥杰

肖建宇赵明君

阎风钧 马文久

翟崇洲 赫 萍衷成贵姜化民 徐文学

王洪恩 刘东辉邢举祥 孙彦彬孙永涛

李树山 李茂森 杨化一 郎国兴 郭福民

黄浦馨 程志田 韩铭石 蒿 华

《五常县志》编纂人员

陈锡珊王奉三 于德清

庞正伦 曹孝先 黄顺太李世勇 张国祥 孙剑飞

赵明阁 包礼贤 马文有 车明芳 孟庆先 何秀岩

I重蔓圈刘玉芳 熊希文 彭树堂 董向欣 翟 锋

郎国兴

林长清 肖君山 于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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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枣 言 l

序 言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从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央

至地方的州府郡县，编史修志者不乏其人。然而，五常自1881年设县治始，至1945年

。九·三”光复止，60余年历任抚民同知、知府，知事、。县长等虽40有余，却不见一部

完整的五常县志流传于世，是无人修志，还是撰后失传，已无可稽考。

五常县是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的地方。长期以来，全县人民在此披荆

斩棘，垦荒耕耘，把荒漠之域逐渐辟为沃土良田，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哺育了家乡的大

地。可是，在漫长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终年劳苦尚不得温饱。1931年。九·一八”事

交，日本侵略者占领五常县后，人民的境况更是苦不堪言。为了谋生存，求解放，全县

人民曾经同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著名抗日英雄汪雅臣将军领

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以境内九十五顶子山为根据地，转战于辱芒牛河、拉林河两岸的

广阔地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41年在石头亮子战斗中汪雅臣将军壮烈牺牲，

所率部队官兵也大部为国捐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金县数以千计的优秀儿

女踊跃参军参战，其中有783名烈士身膏原野，有的牺牲时连其身世，乡籍都不能详

悉。

解放以后，五常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掼导下，彻底摆脱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

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块苍茫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全县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各项生产建设突飞猛

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可称历史上最好时期，呈现

政通人和，安定团结，百业俱兴的盛世景象。

适逢盛世，为修志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于1979年12B着手于修志工

作。1982年正式组成县志编审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抽调得力人员，开始了修志事宜。历

时5载，使一部具有区域陆、时代性、资料性的《五芎县志》始告成书，从而填补了历

史的空白，为精神文明建次故出了新的贡献。

在修志工作中，得到上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有关部门的有力配合和协助。县

志办公室的同志，几经寒署，伏案疾书，呕心沥血，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这部县志，略古祥今，立足当代。溯古，并非泥古，意在补史之缺；详今，继往开

来，意在振兴中华。至于记述。名宦、乡贤，儒林、卓行。以及顽劣，恶棍等正反两

方面人物事迹，意在扬善儆恶，激励后人，晓古今，辨是非，奋发向前。

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央议》为依据，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的，具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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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五 常 县 志

代气息。这都新方志不仅翔实地记述了本县的历史和现状，而且透过史实揭示了事业的

兴衰起伏反其发展规律，人们从中可以得到启发和借鉴。

五常是我可爱的家乡。我曾亲眼看到她艰辛的过去，也亲身经历了她从新中国成立

以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说，祖国的历史是一幅长长的画卷，那么，《五常县志》所

描绘的便是画卷里一个醒目的画面。扬往绩以励将来，金县人民应再接再厉，锐意进

取，在已经铺开的画卷上，用如椽的彩笔，聪敏的才智，精心描绘，使它更加宏伟壮

观，绚丽多姿。

中兽苎尊党苎!苎雹墨妻竺苎郭清沧
五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
。

1 9 8 7年8月2 5日



凡 例

凡 例

一，五常县自建治以来未见一部完整的县志，故全志各编所载内容，未划统一上

限，但多数编上限始自清协，有些内容则上溯．青代以前的不同历史时期，下限一律断至

1985年。

二、本志在撰写中，坚持辩’正唯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以来和党的搿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议》为指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翔实地

记述了五常县的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及经验教调，记述了五常县近百余年的历史概貌。

兰，为简述本县事物的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带，在全志之酋，冠以《概述》，综述

人文地理及各方面j勺发展吏fl：溉貌，以厦读旨观其一端，而知全貌。

四，本志《大事记》中所载内容，均为正常县住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

事等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为避免出现割裂：次态，采用了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的写法。
。

五、历史纪年在缒用夏历的同l寸，均用播争注明公元纪年。1945年口九·三，，光复

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阵，按照“宜鼠不宜细，，的原则，分别

写在有关章节和《大事记》中，本志未作专章(节)记述。

七、本志由记，传，图、表，录等肜式组茂。内设《大事记》，《自然地理》、

《人口》、《建置》，《农业》、《工业》，《电业》、《城乡建设》，《交通邮

电》，《商业》，《工商物价》，《财政金融》、《党派群团》，《政事》，《政

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社会》、《人物》共25编，90章，347节。志首设《序言》，取凡

例》、《概述》，志末设《附录》。各编均本着以类系事，从古至今，古今兼收，以今为

主，横排纵述，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原则，以时间为序记述。

八，有些地名在历史上出现写法不一的现象，如“欢喜岭”，搿五常镇’’，搿拉

林"，“刺怜"， 口小山子’’，“太平山’’、 “胜利"， 搿中河黟， o冲河打， “五常

堡"、 “常堡’，， 搿兰彩桥"， “光辉妒， “炕沿山’，， o工农’，、 “杜家’，， “=

河矽、“二道河子黟， “背荫河”，。背河"等，遇此情况，撰写时均保持了历史上的习

惯用法，并作了夹注，如兰彩桥(今光辉)等，以后再出现时，则不重注。为保持历史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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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常 县 志

原貌，对旧社会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如以垧，，、。陌，，、“石”、“吨"、口担，，，

“班"等，均按当时公用的计量制度记述，本志未做换算，对民国以前冠以“镶"的旗

屯名，均保持原意，以后则按群众的习惯用法(国家已承认)改为矗厢"字。

九，本志所载艺文诗词，只选代表作品数例作了简介，其余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

的文艺作品，学术论文等，只载作者、篇名。

十，记入本志的人物，本着不为生人立传的志书通例和以本籍为主，兼顾外籍的原

则，对历史上起推动和阻碍作用并有较大影响的已故者，为其撰写了传略或简介。但对

不能立传或木够立传者，则采用名人录的形式加以记述。记入“烈士英名录拶者均是在

本地牺牲和本籍人在外地牺牲的革命烈士。

十一，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本县涌现的爱国人士，诸如袁海龙、刘凤会

等，旧时素以“土匪"、“匪首"等诬贬之词称之。为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分别写出简

介，予以正名。对被视为。善人"的朱福三等反面人物，秉笔直书，昭其罪恶事实，以

揭穿伪善人的本质。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国家历史档案馆及北京，南京，广州、吉林，沈阳、大

连、哈尔滨等地国家和省、市档案馆及图书馆的有关档案资料和讨物，其次是选自县档

案馆和县直各单位编写的有关资料以及知情者的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多数档案资料

和口碑资料没注出处，个别重要之处则在页末加了脚注。

十三、为反映事业的发展，本志设专编附录了重要地方文献资料，以补正文之不

足。

十四，1949年11月30日县政府失火时，档案资料遭到焚毁。日伪政权垮台前夕，一

些档案资料除被掠走以外，．其余大部破销毁，所剩资料残缺不全，志书中出现断空，遗

漏现象在所难免。

纠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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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县位于黑龙江省南端。东南临张广才岭西麓，西北接松嫩平原，东邻尚志县，

西与吉林省榆树县毗连。地处北纬44。04，--45。267，东经1260337—128。147之间。东南

部地势较高，层峦叠嶂，多森林。中部丘陵起伏，多沟壑。西北部多平原，较肥沃。境

内海拔300米以上的大小山峰271座，其中超千米的16座。拉林河、忙牛河、阿什河、溪

浪河贯穿境内，共有大小河流300余条，泡沼400多个。

县内属中纬度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短冬长，寒暑悬殊。初春来临，祖国南方已

绿满枝头，这里依然白雪皑皑，直至5月初，大地始出现初春气息。全县年平均气温

3—4℃，7月气温较高，平均为23℃，最高达35．6℃，1月气温较低，月平均为零下

19．1℃，最低达零下45．4℃。全年无霜期13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625毫米。春季多风

少雨，夏季降水集中，雨量偏多，秋季寒来较早，时常出现春旱夏涝秋早霜。

全县总面积为7 512平方公里(1 126．8万亩)。有农业用地面积326．4万亩，其中，

旱田185万亩，水田57．7万亩。有林地面积595．7万亩，水面23．3万亩。行政区划有lO个

镇，18个乡，1 598个自然屯，416个村，全县有191．252户，880 890口人。由汉族、满

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壮族、达斡尔族、苗族、锡伯族9个民族组成。其中，汉

族人口最多，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有满族、朝鲜族。

境内山多林茂，河流纵横，资源丰富。农业主产水稻、玉米，盛产高粱，大豆、黄

菸和线麻。林产以柳、榆、杨．柞、桦、椴为多，有红松、水曲柳、黄菠萝、胡桃楸等

珍贵树种。山产有人参、平贝、党参，刺五加，黄芪、元胡等药材。有刺嫩芽、木耳，

榛蘑、元蘑、蕨菜、薇菜、猴头等山野菜。动物有獐，狍，野猪，狐狸、水獭、熊、鹿

等，还有珍稀动物紫貂、麝、东北虎。水产以鲫鱼、鲤鱼、鲇鱼、鲢鱼、草根、勾心为

多，高营养的田鸡亦久负盛名。矿藏有铁、锰、锌，煤、铅、钢、石墨、石绵，石灰

石、块石、工程砂等。其中，以块石和工程砂为大宗，年开采量200万立方米。其余均

未开采。

据境内出土文物考证，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

经过漫长的岁月，到了夏商周时期始有人文记载。五常县周属肃慎，两汉时属挹娄，北

魏时属勿吉。彼时，境内仍是僻陋之域，荒林漠野，人烟稀少。土民“处于山林之间，

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一， “无市井城郭"，以渔猎为生。隋唐时属棘辐，粟末韩辆予大

祚荣(公元7'13年)时建渤海国，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五常县属葜15颉府。辽

初，社会仍处于氏族制时期，“居处绵远，不相统属，自相残杀，各争雄长秒，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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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很多，五常县属温都部(今五常，拉林一带)，加古部(今五常县境内)、裴满部

(今五常县境)。土民仍过着“屯猎网钓"的生活。辽代中叶以后，逐渐定居下来，人

民既渔猎，又务农， “有五谷，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境内渔猎耕牧生产均得到

发展，曾一度成为辽代最发达的地方。金代五常县属上京会宁府。．辽金时代，境内战乱

袭扰，人民的生产生活不够稳定。元代属开元路。明代属奴尔干都司纳邻河卫，因允许

关外和内地相通和交流，境内人口日渐增多，并弓I进内地的生产技术，工农业生产有了

进一步发展。

清入关后，五常县属宁古塔将军管辖。为防’御“罗刹"入侵，予康熙=十三年

(1684年)在拉林设立官仓，储备军粮。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在拉林设协领。乾

隆七年(1742年)发单户千人屯拉林地区，是五常县旗屯之始。乾隆九年(1744年)设

拉林副都统。道光十五年(1835年)，境内有少数农民种植水稻。至咸丰五年(1855

年)，境内五常堡之夹信沟、凉水泉等地，已有大量荒地由汉民佃户认领、开垦。土地

垦殖，使农业逐渐成为生产的主业。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八月(1881年)，在欢喜岭(今

五常镇)设五常厅。从此生齿日繁，耕地渐增，农业生产有了长足进展，至光绪三十

四年(1908年)已有耕地15万垧。但大量的土地多集中在地主和缙绅大贾手里。封建地

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贫富悬殊。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1900年沙俄

军队窜扰境内，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民生涂炭。人们把这段史实称为“光绪=十六年

半跑毛子黟。由于饥饿和压迫，农民的反抗时有发生。光绪元年(1875年)，县内农民

就有参与桦甸夹皮沟金矿工人反清斗争的I宣统三年(1911年)，五常商民罢市，太平

山农民群起抗税，捣毁了税捐所。

民国时期，陆续有关内农民、商人流入，从事农商，县内大部宜耕之地多垦为农

田。县城、山河屯、拉林、太平山，兰彩桥等邑落，各种手工作坊和商滴纷纷兴起，呈

现一时之繁荣。但当时亦囚税多捐重，战事频仍，匪盗滋扰，不得安业，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1931年搿九·一八打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同年12月侵入五常县，1932年初建立

伪县公署。继之敌伪强行归屯并户，杀戮无辜，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百业凋敝。

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全县弃耕地7万余垧。日伪推行“粮谷出荷"①政策，农民交

完搿出荷，，粮后，所剩无几。伪康德元年(1934年)开始向五常县移住日本移民，组建

开拓团，强占了大片农田。强迫农民出劳工，上“勤劳奉仕矽，给日本侵略者修建工事，

兵营，飞机场和细菌工厂，伐木材、开矿藏。因饥饿、疫病，打骂折磨，很多人死在

工地上。境内的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大量的木材被运往日本国。工业虽有酿酒、榨油、

磨面、铁匠炉等手工作坊，但寥寥可数。商业由于实行“配给，，②制，物资紧缺，生意

萧条。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全县小学很少，中学只有一所。城乡都没有影剧院等文化设

注l ①出荷·伪漓洲国，日本侵略者强行向农民派购的粮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派购的粮食不足战争之番，将

0出荷。变为。搜荷，．更加重了农民负担．

②配缭t伪满洲国·大量钉资硅日本浸略者掂【夺·在物资短缺的情强下，对人民的生活必需盛米，面，油、

布、火柴等实行低量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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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日本侵略者实行殖民主义统治，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九·--A黟事变后，冯占_海

率抗日义勇军进入五常县城，当众讲演，号召军民搿携手合作，光复河山一o 1932年5

月，袁海龙组织“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弦率众二千余收复五常县城，赶走伪县长，改名

“海龙县一。日军侵入拉林时，当地商会会长史斋芬挺身而出，组织商民拿起武器，配

合冯占海部痛击日寇。抗联十军军长汪雅臣率领抗日队伍活动于沙河子、冲河、小山子

等山区，坚持抗战8年之久，为驱逐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五常县的日伪政权随即垮台。当时由伪满残

余分子组织的地方治安维持会，四出骚扰人民，社会秩宇混乱。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第三纵队=支队进驻五常，翌年1月4日建立五常县民主联合政

府。为适应战争形势和土改的需要，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实行减

租减息，恢复生产。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

土地所有制，农民分得了土地，很快掀起了大生产高潮，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解放

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5年，五常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

县人民经过36年的艰苦奋斗，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前

进道路上也有过失误。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好人，践踏了社会主义民

主和法制；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

风"等“左弦的错误，限制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0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各项事业

造成很大破坏。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拨乱反正，形势开始好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普遍实施，充分凋动了人民群众建

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城乡各行各业兴旺发达，充满新的活力。
‘

农业，土地改革后，对小农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

合作经济，使原来分散经营的个体农业变为集体所有制经济。推广使用了新式农具，实

行了科学种田，兴修了水利，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有力地促进了

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总产值1949年为6 790万元。。到1952年增加刭7 095万元，到1 957

年增加到8 569万元。但是，1958年以后．由于合作化中出现的叠一大二公”，搞穷过

渡等“左"的错误没能彻底纠正，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直至1977

年的21年里，全县农业总产值仅有11个年份超过了l亿元，但都在1．5亿元以下。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

极性·生产力迅速发展，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1977年总产值为

13 878万元，1982年为21 77l万元，1985年为：35 566万元，比1949年增拥4倍多。1984年

全县粮豆薯总产为lo．88亿斤，比1949年粮豆薯总产5．488亿斤增长近1倍，为本县历史

的最高水平。水稻生产发展很快，1949年全县有水稻面积15．73万亩，总产59万斤，1958

年发展到41·715万亩，总产2．24亿斤：1985年水稻面积已达57．7万亩，总产3．71亿斤，

向国家交售水稻1．982亿斤。水稻不仅在本县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是黑龙

江省水稻面积最多、产量最多，向国家交售水稻最多的县份，成为省内水稻生产的主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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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民乐朝鲜族乡出产的大米，因米质优良，饭味醇香闻名省内外。

农机具发展也很快，到1985年全县已有大中型拖拉秽L790台、手扶拖拉机3 569台，

对农业技术改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县营林地面积196．377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7％。

对森林资源已逐步做到合理采伐，合理利用，采育结合。城乡每年开展的植树造林活动

已形成制度，收到效果。

五常县人民素有饲养畜禽传统。建国后，大牲畜、猪、羊，家禽等饲养量均有所增

加。渔业生产除自然水域捕捞外，人工养殖显著增多。龙凤山水库繁殖的鲫鱼，体大头

小，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脍灸人口。1981年曾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后经中国科

学院水产生物研究所引到南方各省繁殖推广。

80年代初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批农民把剩余劳动力投入多种经营，

发展商品性生产，改进经营管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农村的商品经济日趋活跃，正

在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fl二。1985年全县涌现出各种专业户9 877个，

占农户总数l’向7．5％，各种专业屯129个，占总屯数的8％。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原

来单一的农业开始走上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路。

工业，建国初，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兴办全民所有

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建立起以国营工业为主体，以通用机械、农业机械、化工、

电力、建材、纺织、食品、制药等行业为骨干，门类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工业体

系。到1985年，全县拥有各类工业企业5 515家。其中，国营企业58家，集体所有制企

业666家，个体企业4 791家。工业总产值27 949万元，比1949年的280．5万元增长了99．6

倍。主要产品有白酒，皮鞋、中成药、棉纱、棉布、水泥、红砖，潜水泵，工程砂等60

余种。1985年有8个产品获国家和省优喷产品奖，五常制药厂生产的葵花牌护肝片获国

家银质奖，远销日本、美国铂东南亚一些国家。

县内公路、铁路，四通八达。1 985年境内有骨于公路22条，全长621．5公里。其中

黑大(黑河至大连)、方通(方正县至吉林省通榆县)、宾拉(宾县到拉林)、拉双

(拉林至双城)等主干公路通往境内外。拉滨铁路贯穿南北，山河屯林业局的森林铁路

沟通东南部山区的各乡镇。

邮电事业发展迅速。到1 985年，全县已通邮路450公里，比建国前的31 3公里增加了

32．2％。船递主要使用汽车、摩托等饥动车。全县还有乡村投递线路4 135公里，主要

甩自．厅车。报刊发行149．66万份．比建国协增加了1 0．8倍。电报办理，年去报lO．88万份，

比建国初增加了14倍。长途、市内、农村电话线路长度比建国初均成番论倍地增加。书

信、报刊、电报可直接投递铷村屯。五常、拉林，山河3镇的电话机都改换较为先进的

自动电话机。

电业，自1959年接通国家电网后，结束了本县火力发电的历史。1974年以后龙凤山

水库发电站、向阳发电站相继建成发电，并且与国家电网联结。到1 985年，全县28个乡

镇都通了电，416个村通电的有366个，占总村数的88％I l 598个自然屯通电盼有1 492

个，占自然屯总数的93．3％。电业的发展，使全县城乡的生产生活用电量迅速增长。

城乡建设，1958年至1968年全县基本建设投资5 848、3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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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57．9万元，交通建设投资158．9万元，非生产性建设投资531．5万元，包括住宅建设

投资42．7万元。以后逐年都有基本建凌投资。1982年至1985年的4年间，共投资1 888

万元。其中，生产建设性投资984万元，非生产性投资904万元，包括住宅建设投资81万

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乡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城

镇以治理脏，乱、差，农村以“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禽

舍、改环境、改炉灶)为内容，广泛开展了文明乡镇、文明村的建设活动，城乡环境卫

生面貌大有改观。 。

商业，建国后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营商业迅速发展并占据了

主导地位。1979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个体商业有了迅猛发展。已形成了多种所

有制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土会主义经济市场。县内商

业网点星罗棋布，物资丰富，购销两旺，市场繁荣。到1985年，全县城乡商业网点达
12 477个，其中国营商业188个，供销合作商业443个，集体商业260个i农村代购代销

店86个，个体有证商贩11 500户，商业职工和从业人员27 935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2 925．6万元，是1949年的60倍。 。
‘。

五常县敬育事业日益兴旺发达。1985年，全县有小学672所，是建国初的7倍。学生
83 618名，是建国初的6．9倍。入学率占97．4％，已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普通中学43

所，是建国初的42倍，学生38 173名，是建国韧的14倍。其中，高级中学2所。县内还

有师范学校2所，职业高级中学和农业技术高级中学等专业学校5所。全县共有中小学

生166 590人，教职员8 654人。幼儿教育、农民教育和职工业余教育从无到有，不断发

展，效果显著。

文化事业，建国后逐步建立了书店、图书馆，俱乐部，电影院，剧院，文化馆(站，

官)，体育场，广播电况嵝等各种文化活动漫施共90处，文化活动内容广泛，形式多

样。80年代以来，黑自．’彩色电视6fL城乡进户量急剧增多。文化部门每年都组织文艺会

演，美术展览和体育运动会等活动，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各种文艺作品(包

括剧目．书画展览等)在省，地报刊发表的有270余篇，参加省、地会演的剧目加余

个。其中，独具地方特色的龙滨戏《樊梨花》，在哈尔滨演出时，曾受到贺龙，罗瑞

卿．杨尚昆、欧阳钦等国家和省领导人的好评。
c 科技事业，伴随经济建没的发展蓬勃兴起。到1985年，县有科学普及协会、农业科

学研究所，工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觇构，乡镇有农业科学技术实验站，工厂企业和村屯

有科技室(组)。全县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l 717名。取得科研成果28项，其中，

有24顼分别获得县，地．省和国家的科技成果奖。

医疗卫生事业，到1985年，全县已有医院、卫生所、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品检

验站(所)、卫生学校，以及爱卫会，地宿办，合作医疗办等医疗卫生机构597处，医

药卫生人员3 110人。医(诊)院(所)遍布城乡，医疗设备不断完善，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开展了地方病，传染病、多发病的防治和爱国卫生运动。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轻病不出乡，重病不出县，人民健康有了切实保障。人均

寿命已提高到66．12岁。

．毕7
f



五 常 县 忘

计划生育工作，建国后逐渐提到党和政府的重要日程上来，当做一件大事来抓。提

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倡晚婚、晓育，优生、优育。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已被

人们逐渐认识并贯彻实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1970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为38．14‰，

至1978年下降到15．84‰，至1985年下降到10．7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28‰。

五常大地，山川富丽。它哺育着这里世世代代的人民，人民也用自己辛勤的血汗建

设着她，捍卫着她。夙昔以来，披荆斩棘的拓荒者有之，修城立邑的创业者有之，至于

战邪恶驱外侮的英雄人物更是层出不穷。五常县仅从解放战争以来，为了反侵略、反剥

削、谋解放，建设新社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就有783名。他们身虽没而名不朽，永

著青史，使人万古缅怀．

五常县历史悠久，历尽沧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

建主义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发展了工农业生

产和各项事业，使五常大地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

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振兴了五常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人们说：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也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五常县的今天。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奋发努

力，开拓前进，在不久的将来，五常大地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富饶、繁荣昌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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