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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日

嫩江垦区历经三十余年的开拓，在祖国北疆肥沃的土地上已展示出

壮丽的画图。令人兴奋的是，创业者的光辉业绩，’在今天得到了真实

的记述。俾以缅怀前辈，激励后人，继往开来，留传后世。从这个意

义上讲，《嫩江农垦志》的出版，将是整个垦区人民的一件大事。。'

嫩江流域的开发史，在解放前是充满血和泪的历史。封建统治者。

在这里“屯垦、戍边”，军阀在这里“放荒、招垦"，日本侵略者在

这里“开拓、殖民"。直到新中国诞生前夕，展现在人民面前的依然

是白骨黄茅、。满目疮痍。1 948年，由转业官兵和技术工人组成的垦荒

队，英勇地向荒原进军，揭开了嫩江流域开发史上的崭新一页。垦

荒队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荒建点，艰苦创业，使古老的荒原上出

现了一批机械化国营农场。 ，

诚然，垦区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管理体制多变， “文化大革

命，：，的破坏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使垦区事业在发展中遇到了种种困

难。尽管这样，垦区仍然不断发展壮大。三十多年来，为国家提供了‘

大量商品粮和其它农产品，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材，有力地支援了社会
’

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嫩江垦区开始走上

中兴之路一一随着思想上的解放，经济上的改革，家庭农场的兴起，

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职工的生活有明显

改善；随着拖拉机群、联合收割机群、大型自动喷灌机群的出现，劳

动生产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随着大面积化学药剂灭草、旱作农



业农艺流程、飞机喷洒农药和微肥施用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使现代

科学技术发挥出显著的作用；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百万亩草原已得

到比较合理的利用，以奶牛为中心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以乳品加工为

龙头的工业生产蒸蒸日上，以万米商业大楼为核心的沟通内外的商业

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垦区正在实现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由自

给性生产向商品生产、由单一粮食生产向农工商运全面发展转变，正

在成为稳定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和供应基地。它

对农村起着越来越显著的示范作用。

、 追昔抚今，沧海桑田。《嫩江农垦志》记述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

化，铭记了几代垦荒战士的丰功伟绩，赞颂了垦区人民引以为自豪的

勇于献身的北大荒人精神。

今天，垦区的发展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嫩江农垦

志》的出版，必将有助于垦区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总结经验，继

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快改革步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型国营农场做出新的贡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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