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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变革的新时期，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大潮的

冲击下，八五五农场的干部职工和家属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就自然和社会条件来

说，面临着土地瘠薄、灾害频繁、资金紧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货膨胀等不利
· 因素，但是，八五五农场的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发努力，终于摆脱
‘

了困境，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以家庭农场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

革经过两次统分反复，不断摸索经验，进行理顺调整，逐步得以完善，1993年以

后，保持了以队承包为主，总体稳定，多种形式并存，适应规模经营，提高总体效

益，少数人种多数地，多数人种少数地的格局。同时实行了全员风险抵押，生活费

全部自理，生产费自理60％，又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有15个生产队推行股份

制已呈现良好开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1987

年建成乳品厂，为鼓励群众多养奶牛，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使奶牛数量迅速

增长，有力地促进了乳品生产。1991年粮油公司更新面粉加工设备后，年产优质

面粉12000吨，成为场办工业的支柱产业和盈利大户，1994年盈利350万元。大

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取得显著效果，九年来共改造中低产田8．9万亩、旱

改水田21000亩，这对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经济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1994年虽

遇严重涝灾，但总产仍达5．3万吨，总收入9012万元(1990年不变价)，盈利254

万元。职工工资增长14．9％，户均收入增长32．5％(家庭副业和庭院经济收入未

计)。储蓄余额由1985年的592万元增至1994年2823，万元，增长476．8％。以

上成绩的取得，蕴涵着全场人民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可贵的奉献精神。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生产建设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

为做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年多来，在总局和管局史志办的关怀和指导下，

经过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场史办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使八五五农场的续史得

以完成，她比较客观地记述了十年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史实，可为了解农场历

史、进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和作为对后辈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

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历史在不断前进，改革在深入发展，让我们遵循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为振兴农场，建设百亿斤商品粮基

地，实现翻两番，奔小康的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许先珠

199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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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大事记

后记

八五五农场场史编审委员会

审定单位

牡丹江管局史志办公室

农垦史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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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概况昂一早 日躲僦况

第一节地貌与资源

八五五农场地处完达山东部的低山丘陵地带，地势为此区山前台地，四周环

山，地形起伏，岗谷交错，变化复杂，西北较高，东南较低，海拔最高为老黑背

683．7米，最低为120"-'130米。场区内有大砬子、老黑背、七里嘎、老爷岭和鹿山

等山峰。耕地坡度较为平缓，一般在3。左右，农业生产队分布多为扇形，耕地集

中于漫岗及沟壑水线两侧，便于机械作业。

土地及土壤 、

土地总面积为772000亩，有耕地320000亩，林地438220亩，水面13680

亩。场区耕地多在丘陵漫岗地带，土壤层草甸白浆土占80％以上，沼泽草甸土约

占12％，黑土层厚度多在15---,20厘米，土质较粘重，透水性差，肥力低，pH值在

6左右。有机质>10％的占耕地面积的1．87％，有机质在8—10％的占3．5％，有

机质在3％和4—8％的各占47％左右。

天然植被

本场区植被主要有森林植被、灌丛草甸植被和草甸植被。森林植被主要分布

在山地，以柞桦为主的阔叶硬杂木居多，间有杨、椴、水曲柳、黄柏、楸树等混杂其

中，约占总面积的10％。沼泽草甸植被主要分布在山间谷地、河道、水线洼地、杂

草繁茂、百花盛开，是良好的蜜源，约占总面积的5％。灌丛草甸植被，主要分布

在丘岭漫岗和山坡地带，经过人工营造，部分已成人工林，大部份仍为榛柴杂草

荆棘约占总面积的10％。

水系分布

场区内有小的河流5条。北为挠力河水系的上、中游，南为穆棱河水系的上

游金沙河、小裴德河，还有沟壑水线密布全场，但河道弯曲，河床狭窄，一般年份

在雨季经常漫溢出槽，枯水期则间歇断流。总长度954公里，流域总面积760平

方公里，流经总量1．25亿立方米。场内已建水库两座：金星水库位于场部北4公
1



里，建于1958年冬，为小型水库，设计标准30年一遇，以灌溉为主，兼有小量养

鱼、防洪等综合利用水库，汇水面积117平方公里，设计库容320万立方米，兴利

水深1．5米，坎高4米，坝长0．7千米，设有输水涵洞，一座2孔闸室，溢洪道一

座，设计灌溉面积4500亩水田，水库泄水入金沙河。

红星水库位于场部之西北6公里处，在八队与二十六队中间。建于1970年，

为中型水库，设计标准50年一遇。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养鱼、防洪等综合利

用的中型水利枢纽的水库。汇水面积122平方公里，库容1138万立方米，闸上建

一座石拱桥，桥长16．5米，桥宽8米，高3．6米，输水管出口处，建电灌站一座。

设有六孔闸式溢洪道及输水涵洞2座。设计灌溉面积12000亩，水库泄水流入金

沙河。

自然资源

场区内大部可耕地已开垦利用，但尚有大量草场和林业资源有待开发利用，

中、成龄林材蓄积量约70万立方米，植树造林更有广阔的天地。煤炭贮量初测在

500万吨以上，30年内自给有余。山野产品丰富，蕨菜出口每年都在5万斤以上，

木耳、蘑菇、黄花、榛子、山葡萄甚多。野生药材数量较多的有五味子、刺五加、芍

药、百合、穿地龙、黄芪、龙胆草、防风、人参和党参。野生动物有狐狸、旱獭、黄鼠

狼、獐狍、狼、猪、鹿等。

第二节气候

本场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有山区性气候特点，冬季漫长寒冷而多

雪，夏季短暂而炎热，由于受海洋性暖流影响，多对流雨和地形雨。秋季气温变化

急剧，常有霜冻。春季多风易干旱，四季气候变化较大。历年平均降雨量为553．4

毫米，年最大降雨量为902．2毫米，最小降雨量为305．3毫米。降雨多集中在7、

8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45．6％，虽然降雨量充沛，但分布不均，场区山南为暴雨

中心，6—8月份最大降雨量在635．3毫米，最小降雨量为135．9毫米。偏多的年

份占19％，偏少的年份占22％，一日最大降雨量为41．7毫米。连续降雨最多达

12天。历年平均蒸发量为1269．1毫米，4—9月份为1014．8毫米，因而蒸发量大

予降雨量。气温稳定在≥IO‘C以上时，积温为2375．9"C，最多为2678．2"C，最少

为1901．0℃，可满足作物生长需要。历年平均温度2．4℃，11月至3月平均气温

都在零下，每年最高气温在30℃以上，极端最高温度为36．9℃，极端最低温度为

一36．5℃，最低湿度0℃，初雪最早为9月lo日，最晚为10月10日。历年风速平

均3．9米／秒，其中1—5月份平均风速为5．7米／秒，风向多为西一北，北西风范



围内最大风力可达9—10级，6—10月份平均风速为3．1米／秒，风向多出现在

东一南西风范围内，11—12月份风速为4．2米／秒，风向多出现在北东一西风范

围内，最大风力可达8—9级。风速8米／秒的日数最多为139天，最少为77天。

历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525．4小时，5—9月份平均日照时数为1118．9小时，最

多年份为1296．3小时，最少年份为861．3小时。历年平均无霜期为124天，最长

达145天，最短为109天，秋霜平均在9月21日，最早9月7日，最晚10月10

日，比密山镇早7天左右，个别山区小气候秋霜出现在8月底。春霜平均在5月

18日，最早终止在5月4日，最晚终止在6月1日。历年平均结冻在10月底，由

于地形地势复杂，各区差异较大，全场气候大致是十春九旱，十秋四旱三涝，三、

五年一次低温早霜，并伴有冰、雹、病、虫灾害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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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 区域

八五五农场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密山市西北32公里处，在密(山)虎

(林)铁路的西北侧，在密山市、宝清县、七台河市行政划区之内，东与八五一一农

场、宝清县红卫乡毗邻，南与密山市富源乡、二龙山林场接壤，西与七台河市红山

林场、北兴农场相连，北靠挠力河与宝清县“五七"乡一水之隔。纵横跨越1580平

方公里。场区地理座标东经131。18’～131。50’，北纬45。387"-'46。00’。

第二节沿革

八五五农场建于1955年，是在密山县农场(现富源乡民政村、八五五农场二

队)和黑龙江省农管厅所属的勃利种羊场(现北兴农场龙湖队)的基础上扩建发

展而成的。因金沙河流经场区，命名金沙农场，属黑龙江省农管厅。

1957年8月金沙农场改归铁道兵农垦局领导为三级制农场。

1959年4月属牡丹江农垦局建制，易名八五五农场，下设1—6个分场(由

富源公社并入，亦称大型畜牧场)、实验场。

1963年体制调整，改为两级制农场，一、三、五分场划归北兴农场，二、四分

场、实验场组成八五五农场，大型畜牧场退归富源公社。

1969年2月八五五农场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一团。

1977年兵团撤消曾称金沙农场，1979年恢复八五五农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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