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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中共平房区委员会 书记．才殿国

平房区人民政府 区长 柳昌黎

，．‘． 1990年8月

一部新方志，四载辑成文，笔墨含辛苦，惠及后来人。．《平房区

志》的问世，开平房区文史先河，为平房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可喜可贺1 。

．平房区历史悠久。从金代女真人筑城、扎寨定居始，历经元、明至

．清初的战乱荒芜，到清代中期关内汉民的流入及京旗移垦、戌边屯田才

开发为农牧区，至今已有800余年。平房的先人们，曾付出诉之不尽的

艰辛，劳作于这片肥田沃土。由于受封建制度和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一

直处于贫困落后状态之中。， ，．

． ’中华民国时期，平房地区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14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这里修建了庞大的食人魔窟——七三一细菌部

队实验工厂，并设置“特别军事区”，整个平房地区被封闭在日本殖民

统治的“六十里国境地’’之内，受尽了侵华日军疯狂地践踏、残酷蹂躏，

阻碍了平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平房人民挣扎在帝国主义暴行的死亡

线上。 ，

‘

解放后，平房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这里兴

建起全国闻名的大型国防军工企业。伴随工业建设发展，百业俱兴，崛

起一个崭新的、具有自我服务功能、人口密集的城市工业区。1953年

建区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全区人民穷则

思变，充分发挥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大企业力量雄厚等优势，奋

力于搞活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使平房区旧貌换新颜，成为全国瞩目的

●●●●Ll，If}■■-rll【『．L|L■■■■l『l【『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言

以现代工业为主体、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城市自我服务功

能齐全、享有“哈尔滨卫星城”盛誉的新城区。并成为哈尔滨市重要的

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之一。 一

’

忆往昔峥嵘岁月。平房区800余年历史，记载甚少。千秋功罪，谁

与评说?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邦国者以志为鉴。’’平房区从

有史以来，还未有继往昭来的历史著述。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文

化传统。乘全国编修新方志的热潮，中共平房区委、平房区政府，为让

全区人民了解过去，展望未来，再展宏图；按照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指

示，组织力量、专设机构，编著这部平房区新方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 ，

《平房区志》的编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为现实服务的原

则，略古详今，立足当代记述。概括梳理了波澜起伏的历史脉络；以翔

实的资料、朴素的语言，记述了全地区各历史时期自然环境、政治变革、

经济兴衰、社会演变的本来面貌。特别以浓重的笔墨，重点细微地把改

革开放以来平房区所取得的各项进步和成就载入史册，起到一览全方

史、重现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实效。以启迪人们坚信：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这部《区志》的出版，不仅可作为向全区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并且可面向现实，为全区各级党政领

导机关了解、认识、研究区情，科学决策，指导工作提供服务。’以借鉴

前人经验、教训，事半功倍地推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编写城区志，是改革大潮中的一个新的尝试。面对本区隶属关系繁

杂、建置较晚、资料散失较多等现实，全面收集资料编纂这部《平房区

志》绝非易事。在编纂工作中，曾得到区内外各行业、各级领导和人民

群众的积极支持和专家、学者的煞情指导帮助，参加编写工作诸同志付

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部《区志》，为开先河之作，由于缺乏经验、时间紧迫，又受

“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因素的影响，部分资料难以弥补，难免有欠缺与

疏漏之处j恳请读者指正，望后来贤达者补救。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力求资料翔实、特点突出，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

二、本志以记述区属事项为主，为体现志书的完整性，兼录了，部分

区内非区属事物。

三、本志上限尽力追溯各类事物的发端，重点记述设区(包括设特

别军事区)以来的内容，下限止于1990年。

四、本志采取篇章结构，篇下设章、节、目。《志》前设《概述》、

《大事记》，《志》后设《附录》及编后记。

五、本区虽属市辖城市区，鉴于区域远离市中心，有其相对独立性，

单设自然环境篇，以突出地理环境特点及优势。

六、本书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照片等表现形式，以
●

志为主体，图、表穿插于有关正文之中。照片适当集中放置文首，并注
●

简要说明。对纪年、称谓、数字、计量等记述，均按国家有关《规定》。

七、人物篇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除对历史人物、革命烈士



．2． · 凡 例

及对本区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已故人士立传外，另设人物简介，收录生于
，

●

本地或外地，对党和国家及平房区各项事业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在世

人物。

八、本志为减少篇幅，对区级党、政机关领导人物更迭，限记各届

正、副职；对先进人物，限记省、部级以上表彰人员，其余则采用以事

系人方法载入有关章节。

九、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省、市、区档案馆所藏典籍和文书档案及

区属各部门、各街(乡)及驻区单位编写的史志，部分系区内外知情人

提供的口碑资料。除特殊需要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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