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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黑龙江农垦工会志》，是参照省总《工会志编写述略》，结合垦

区实际情况，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采用编年体例，并以志、传、记、

图、表i录等多种形式，用来体现新志书“纵横明晰、叙事翔实、图文

并茂"的特点。

二、本志书断限：上自1947年创建第一批国营农场起，下限到1 988

年底止。

三、篇目设置：采用章、节结构。有的根据需要或在节下设目，或

设子目，力求层次分明。全书共12章59爷。总计43万字。另附照片28

页。

四、为体现部门志特点，在编纂上以工会工作为主，并着重对民主

管理、生产劳动竞赛、职工教育、生活福利、文体活动等章节详加记述。

至于工会组织参与的其它有关工作，则从略从简。

五、人物传记，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垦区工运人物和著名劳

动模范，则按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行业分别遴选；对历届省以上

劳模只做表录收入；对总局级劳动模范只做名录收入；对单项的先进个

人，除“三八’’红旗手、工会积极分子外，其余均不予记载；对农垦工

会正、副主席，只做简历介绍。

六、为弥补文字之不足，有的文后附有图表，意在加深印象；有的

章节前面冠有“小序”，俾能起到提纲挈领作用；有些需要说明的地方，

则在文内加括号说明或在页内加“脚注"，以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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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会的同志提出让我为《黑龙江农垦工会志》作序时，我欣然应

允了。作为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参与者，同样也可以作为北大荒工人运动

的见证人。

东北光复不久，解放战争刚刚进入战略反攻的1947年，黑龙江省就

诞生了第一批国营机械化农场。从此，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就有了农垦

工人这一支生力军，也就产生了农垦工会组织。伴随着革命斗争、经济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车轮，国营农场事业飞速发展，农垦职工队伍从

初期的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到1988年底，已经是拥有74

万人的产业大军，工会组织也遍布农垦各企事业单位，成为拥有62万会

员的，以组织群众生产、关心职工生活福利、开展职工教育和文体活动、

参与民主管理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在垦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重要

作用的农垦职工群众性组织。
’

四十多年来，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在党的领导下，组织

和带领职工群众，弘扬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创造

了垦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此同时，工人运动和工会事业也积累

了丰富经验，《黑龙江农垦工会志》用“知昔日方可喻今，观往事以察未

然"的精神，认真回顾和总结了四十多年来农垦工会活动和农垦工人运

动的历史经验。

．时代在前进，新的历史时期对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履行工会四项基本职能，并不断拓展工作内

容，带领职工群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指引下，实现垦区的第’

二步宏伟目标，就必须认真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

工会工作的新课题，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工会工作的整体水平。这

部志书的编纂出版，不仅对各级工会组织、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了

解工会历史知识，研究工会理论，探索工会工作规律，提高自身素质会

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将成为缅怀前辈、．启迪后人的生动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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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业绩历史地刻印在北大荒的

工会也必将在黑土地上开放出

王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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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校和医疗单位。常住人口145万，职工74．3万。总局机关驻佳木斯市。

四十多年来，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国营农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分散到统一的艰苦曲折的发展过程。累计开荒4000多万亩，生产粮豆573

亿公斤，上缴利税近20亿元。已初步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同时，

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安置了一大批复员转业军人和城市知识青年；吸收了内地

支边青年和农民。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较好成果。并且担负着巩固国防以及

出口援外和国际间技术合作等繁重任务，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很大贡献。

·垦区工会组织，自1948年组建以来，．始终与农垦事业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

农垦体制在历史上曾多次合并分离，几经起伏。各级工会组织，也是随着形势任务

的变化历经组建、撤消、再组建、再撤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再次恢

复组建，工会组织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 按照垦区建设发展的历史阶段，垦区工会发展的历史亦可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

即创建时期、发展时期、“文革"时期和新的发展时期。工会作为党的群众性组织，

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群众工作，在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事业

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国营农场创建时期(1947"-"1955年)

1947年，正当解放战争转入全面进攻，为了多生产粮食支援前线，摸索社会主

义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在黑龙江省境内开始创办国营农场。从此，一支新型的产业

职工队伍逐步形成。

1948年8月，全国工联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劳动大会，发出“全国工人阶级进

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团结，并联合全国各民主阶层，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号召。垦区各省属国营农牧场，迅速做出反映，积极筹建工
‘

会组织。早期有永安、通北、桦南、萨尔图等农牧场，率先成立了职工联合会。嗣

后，宁安、鹤山、查哈阳、绥滨、香坊等十几个农场，相继组建工会。当时东北荣

军工作委员会所属荣军农场和解放团农场，尚保持部队原建制，习惯于党政集体领
1



概述

导，因此，组建工会时间稍晚，1952年才开始组建工会。

起初工会的名称叫“职工联合会"，业务归当地所在市、县工会领导。按照“生

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组织职工参与生产管理，开展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并通过各种形式，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和文化技术教

育，使工会发挥着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据《东北农业》第五期报道：“有的农场工

会，除领导生产外，还组织建立了职工合作社、医务所，解决职工生活需要，同时

还领导职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鼓励职工的生产情绪”。

另外，各农场工会在开展“扫除文盲”，组织开展“反损失、反浪费”，发起捐

款救灾、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活动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创建初期的荣复转业军人和垦荒战士，都以无私奉献为己任，在开荒建场、增

加生产、支援前线、恢复国民经济中勇于开拓，艰苦创业，涌现出耿德、梁军、王

兆全、王世成等一批先进模范人物。 ‘

二、国营农场发展时期(1956"-"1966年)

这个时期，国营农场发展很快，1955—1966年，我省国营农场由31个发展为127

个，职工也由18万人，发展为34万人，可是垦区工会组织却经受了严峻考验。

1956—1957年，垦区工会工作同全国一样进入繁荣时期，农垦上下都有了健全

的工会组织，一大批善于团结工人奋斗的工会干部、积极分子已经形成，社会主义

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活动、职工政治思想教育、文化技术教育、职工生活福利等

各项工作都比较活跃，在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艰苦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正当工会工作逐渐走向正轨的时候，农场工会受到“左”的干扰。特别是

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社会上刮起一阵“工会消亡"风，强调多讲公社，少讲

工会，使垦区内的工会工作一度受到削弱，部分工会组织“自行消亡”。

1959年5月，省委及时召开了国营农场政治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国营农场中的

工会组织。会后，各农场从上到下，重新搭起架子，选配工会干部，开始建立日常

业务。但在部分转业官兵比重较大的农场，他们习惯于部队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生活，

对工会的性质、任务比较陌生，工会的作用尚未全面发挥。

1961年5月，中央批转全总党组“关于加强工会工作意见的报告”，特别是在党

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省总工会加强了对农垦系统工会工作的指导。为了贯彻南宁

农垦工作会议所制定的工作条例，省总派出工作组，首先对农场工会状况进行了调

查研究，协同党委调整充实工会干部，健全了工会组织，培训了工会干部。垦区工

会通过组织整顿，东片建立起牡丹江、合江农垦局工会，西片建立起九三、赵光、查

哈阳、红色草原农垦局工会，并分别辖属各农场工会。另有直属省总工会的克山、二

龙山、十一农场工会。还有归当地市、县工会领导的宁安、海林、庆阳、肇源、阿

城、泰来等24个农牧场工会。

同年，省总工会在哈尔滨专门召开了国营农场工会主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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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会员，扩大积极分子队伍，主

动配合各有关部门对职工进行“三个主义"(即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

育。组织发动职工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好竞赛"(即政治思想好、完成任务好、

团结互助好、安全生产好、生活管理好)活动，深入基层，抓好典型，指导全面工

作。在职工生活方面，协助行政办好食堂，管好宿舍，做好防病、卫生，办好托儿

所，帮助职工搞好“自建公助’’解决住宅问题，组织家属参加农忙劳动，发动群众

做好互助储金和困难补助工作，管好俱乐部、图书馆、电影放映队，开展各种文体

活动。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级工会干部在党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教

育群众，带领大家想办法搞代食，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工会组织发挥了很好的作

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威望很高。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营农场也和全国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垦区工

会组织也未幸免，工会组织被撤消，或靠边站，工会工作陷入瘫痪状态。1968年下

半年，各市县相继成立“革命职工代表会"(简称工代会)，这时有些农场成立了

“工代会"，也有的被吸收到当地县的“贫代会"。

1968年，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半军事性质，所

辖农场改称部队番号，在各级领导机关设司、政、后，不设群团组织；同时并存的

省国营农场管理局所属的农场，则在“革委会"下设生产、政工、办事组。1973年

虽有少数农场恢复了工会组织，但多是徒有虚名，既不能正常开展活动，也没有发

展新会员。

1976年春，成立了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全省国营农场从管理体制上实现了

统一领导，工会组织亦在蕴育之中。

四、新的发展时期(11177"--1988年)

1978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确定了新时期工人运

动的任务和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修改了工会章程。1978年11月10日，省总工会

和省农场总局党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国营农场系统恢复和组建工会组织的通知》。

接着，总局成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各管局分别由党委主持，群工处牵头，组成领

导小组，着手进行恢复工会的试点工作。于1979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基层委员会组

建工作。至此，垦区工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遵照中国工会

“九大"以来确定的新时期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垦区各级工会组织坚持以生产为中

心、民主管理为重点，充分发挥其“建设、维护、教育、参与’’四项职能，支持改

革，参与改革，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开创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促进了垦区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深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调

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提高了企
盘



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企业的民主管理

形成了网络化、经常化、制度化，强化了民主管理职能，发挥了职工当家做主的民

主权利，扩大了工会组织的社会影响；通过对职工群众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教

育，开展“四有"教育和“四有"达标活动，提高了职工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技术素

、质；通过开展小型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跃了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陶

冶了情操，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了文化阵地，同时也提高了垦区的群众文化体育水

平I通过开展“送温暖、做好事"活动，扎扎实实地为职工说话办事，解决群众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深入开展“三八"红旗手竞赛活动，

发挥了妇女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半边天一作用；通过建设“职工之家"活动，实

行目标管理，加强了工会的自身建设，使垦区工会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职工之

家"、党的有力助手，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好评。群众赞扬说：“现在的工会，

工作真累，参政扶贫，造福社会"。

40年工会工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正确，工会工作就顺利发展；

党的路线方针失误，工会工作就受到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会从恢复

进入发展阶段，在团结教育职工、群众生产、加强企业民主合理、维护职工权益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工会组织也得到很大加强，发挥了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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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队伍

第一章 职工队伍

黑龙江省农垦系统现有职3274．3万人，是一支庞大的农业产业大军，是构成农

垦工会的基本群众和组织基础。这支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带来了祖国各地各民族的

优良传统和美好风尚。使农垦工人具有中华民族的美德和艰苦创业，勇于开拓，顾

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第一节职工来源

一、国家统一调遣

1．部队转业 !

垦区创建以来，成批地接收复转官兵共有7批，其中以1956年组建铁道兵农垦

局和1958年“十万官兵’’规模较大。在七十年代中期，全垦区复转官兵总数高达14

万人。截止到1987年，留在垦区的尚有7．1万人。 “，

2．支边青年及移民

1955年春，北京青年响应党中央和团中央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率先组

成青年垦荒队参加“北大荒修建设，哈尔滨、河北、天津、山东等地青年2500多人

先后到达。当年秋季，山东又有5万多名支边青年奔赴黑龙江垦区。与此同时，国

家还从山东、河北、四川等省动员一批移民，先后来“北大荒"落户。这部分职工，

目前共有8万多人。

3．大中专毕业生

早在1949年，就有东北大学40名学生，自愿报名来垦区参加建设。1955年东

北农学院附属农机学校50名学生，响应号召，提前毕业。分配来垦区参加友谊农场

建设。六十年代又有几批农业、农机院校的学生来到垦区。进入八十年代。每年都

接纳一批大中专毕业生，而且人数逐年增多，截止到1987年，总数达4．5万人。

4．城市下乡青年

1963年春，垦区接收第一批城市下乡青年。后来在“文革"期间，京、津、沪、

浙、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先后组织大批青年来“北大荒一参加生产建设。仅1968—

1972年四年间，就接收安置城市青年45万多人。1976--．1979年间，陆续返城40多

万人，现仍在垦区的有3万多人。

二、劳动就业及其他
‘

墨



职工队伍

在这些人员中，主要是以职工子女就业为主。截止到1987年，北大荒第二代、

第三代就业人数已达20．87YA．。其次是1958--1962年由区划扩大并入的农民有7万

多人。另有一部分是投亲靠友来“北大荒"安家的自流人员和来自公安系统劳改农

场的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约lO万多人。

第二节行业分类

由于国营农场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现代化的大农业，所以农垦职工的行业分类也

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多年来，种植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高于其他行业。1949年在3857

名固定职工中，种植业工人2299名，占60％以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30多年。

1980年以后，随着垦区经济体制的改革，职工的行业分类开始发生了变化。

据1987年统计，垦区现有固定工人74．3万人，其中农业工人35．97Y人，占48％。

工副业工人14．3万人，占20％。管理人员6．97Y人，占9％。科技人员1．67Y人，占
2 oA。服务行业及其他人员15．67Y人，占21％。

。

另外，垦区还有集体所有制企业526个，拥有职工2万人。个体劳动者3．57Y户，

从业人员4．3万人。

第三节职工素质

一、政治素质

垦区职工的政治素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具不同的特点。如在创建时

期，职工队伍中的党员人数并不多，但他们继承发扬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处

处以身作则，始终保持着党的优良作风和先锋模范作用。在发展时期，大批转业官

兵加入农垦队伍，使职工的政治素质进一步得到加强。1958年仅据铁道兵农垦局统

计，该局下辖12个农场和一个种畜场，共有职工12．6万人，其中党员3万多人，占

职工总数24％以上。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城市青年进入垦区，在职工中不但年龄结构上发

生了变化，而且政治素质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共青团员人数剧增，据1972年兵团政

治部统计，垦区建立起团委87个，团支部3509个，团员人数超过24万人。占职工

总数32％。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职工的政治素质又较前有很大提高。据1988年统计，现有

党员9万多人，占职工总数13％，团员15万人，占职工总数21％，工会积极分子

13万人，占会员总数20％以上。现有干部8．3万人，其中党员3．6万人，占干部总

数43．4％，团员1．1万人，占13．3 oA；非党干部3．6万人，占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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