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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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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被人们誉为“东方小巴黎弦，而南岗被誉

为“天堂甜，南鬻嚣有着悠久的文化史。特别是解放

后，大批苹命文艺工作者从延安派到哈尔滨声他们主

要集中驻在南岗蕴，为繁蒙我区的苹命文艺声写下了

先辉的历史。为了箍承和发扬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声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沿着前辈人走过的荸命道路继续

前进，为祖国改革开放声四化建设大业做出新的贡献：

为各级领导在改革、四化建设中制定政策和决策提供

依据；为教育后钱发扬革命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声

编纂了“南岗匿文化志嚣一书o

本书共分十二章四十六节。上艰追溯到l骛{】3年帝

俄谩．入哈尔滨时期；下限记述至《i擘譬8年未。其中声记

述了早期帝俄和髫本帝圈主义侵入哈尔浜后声如何垄

断文化市场的史实；解放后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派来

哈尔滨的活动景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声如何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积极参加和支菝解放战争、土

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在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宣传

贯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情况；南



岗地区的革命遗垃、文物古迹等。 五

编纂中，我们得到有关单位和阎众、刘旋、高崇、

刘启风、姜晓梅、齐风章、张明光、张菊仁等同志的

热情支持，深表感谢。

限于缩写人员的水平，这部志书的缺点和错误，

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继续修改，更好地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史建设服务。

南岗区文化局史志编委会

1 9 9 8年I OH I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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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贯彻“详令略古‘，立足当代弦的原则产

努力收集和撰写古今历史的前提下声着重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实，以体现时代的特色。

二、以文化局的职能为依据产横排竖写，以事系

时声以事物分类记述为主，横不缺项，纵为断线，突

出重点声详近略远．，保持文化志的完整性。

三、本志的层次是按章、节、目划分。

四、本志所记述的事物；’带有靠南一岗区弦字样是

指本局理接负责的事宜；带有Ⅳ南岗地区静字样是指

包括非区属单位的一切事物(在非区属单位协助下收

集资料)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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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l

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是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

史而发展起来的。早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有他们的

文化生活声奴隶也有自己的文化和娱乐方式。随着社

会的变迁，代表上层社会和底层劳动人民的文化艺术

活动也不断地发展弯化声而所产生的各种文化娱乐活

动都是为他们本阶级服务的。

哈尔滨市虽然只有近9 O年的历史，群众文化娱乐

活动在这9 g余年中，其正较高层次的文化艺术活动的

形成和输入产还是在2fj世纪初声沙俄进入哈尔滨后所

带来的。

、南r岗'J’l区的文化艺术事业，至4 20世纪初已经有了一

定的规模。随着外口人的增多声他们的文化艺术也流

入南岗。早在i擘8 6年南岗大直街上为中东铁路沙俄高

级官员兴建的“哈尔滨铁路俱乐部封，就经常演出外

国音乐、舞蹈o l孽26哈尔滨第一个京剧团在此诞生，

定期开展业余京剧活动o

l 9 97年，美因争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分剐设在了

南岗大直街董0 2号和义州街2，}号(现花园小学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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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部力外声电影也发展了起来。

南岗区的电影事业发展较早。自1 8 9 9年电影就经

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市。四年后，于l 9昀年南岗区的

第-一家私营电影院敖连特(今和平电影院)就建成了，

继而于i擘2 5年至l 9 2 8年声私营电影院“基干特静(今

亚细亚电影院)、 “明星静(令长红电影院)又建成。

据l 9 i l年5月3日《远东报》载“秦家岗下坎乌查斯街

(火车站黠近)新开电影戏园一处声票价甚廉，贱至l 5

戈比声‘影片颇新奇可观，故座客常见拥挤声闻每日之

生意，尚在中国大街各家以上也。对

除了影院，在沙俄侨民居住地区还有舞厅扣剧场。

但出入影院、尉场争舞厅的多是外国人争中国富有者。

翳本帝国主义侵入哈尔滨后声由于日本人对文化艺术

的控制、摧残，致使电影萧条，剧场停止，俱乐部也

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声南岗区的文化艺术活动也和全

市一样，度过了严寒的冬季、蓬勃开展了起来。从延

安革命根据地派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声于l 9霆7年5月

初，在南岗区红军衡l号组建了“松汪鲁艺文工团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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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48年初，在南岗区圊兴街，；号．，又组建了《东北音

乐工作团》o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和解放战争，赶排了

很多文艺节豫在群众中演出，革命歌曲在群众中广为

流传声演唱到处都可听到《解放区的天是髓朗的天》、

《团结就是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声D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j：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

孕业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文化艺术活动开始兴旺发达。

文化娱乐设施也增设了许多，中山路上修建了F

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静静对哈尔滨市少年宫”、大直

街上的《塔直机关俱乐部》，为广大群众开辟了休息

和娱乐场所o “哈尔滨市少年宫"成为培养少年儿童

各种文体人才的重要阵地。还有规模较大声气势宏伟

的Ⅳ黑龙江省展览馆鼢建成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当时

称为“纽太阳展览馆静。随着形势的发展，原“省直

机关俱东部甜又改建为能够接待各类专业团体演出的

大型烈场，改各为“北方剧场舯以及后来为黑龙江省

京剧团修建的演出场所“中山剜场渺等等D各大工厂、

大专院校，驻军部队所设的俱乐部多这50余所Q瞰时



4

增设了舞厅王4处。文艺艺团体除组建了甜黑龙江省京，目‰q ．玎，o 上唑，～o A o o叫 肾i不孤心0 最∞p榴 小

剧团”、 “黑龙江瘩杂技团弦、 材黑龙汪省曲艺团力

外，又培植了新剧种“龙江戏”，成立了’“黑龙江省

龙江剧院甜D在影视业方面喊立了“黑龙汪电影剞片

厂Ⅳ、 “黑龙江省幻灯制片厂弦、 “黑龙江广播电视

艺术团甜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声各项群众文化事业又有了

新的发展，特别是群众文化工作，党中央提出，群众

文化工作，应该是活跃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确冶人

们的道德情操，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要以共产

主义思想为内容声以群众喜闻乐晃的形式，正确理解

争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摸

索具中国特色的群众文化X-作新途径，反映时代精神，

满足群众需要。为此，自l 9鲫年始声南岗区每年举办

一次《南窝歌声》音乐会声每年参加《哈尔滨之夏音

乐会》的演．出活动，还有“退体职工文艺汇演弦，
“

少年，乙童文艺汇演”、 “新歌作品大奖赛力、 “交谊

舞、迪科斯大奖赛"等等。冬季在冰雪节期间，南岗

区自l 9 8，i年元旦开始，又搞了一年一度的拼冰雪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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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静．。而在新春佳节，元宵灯节之际，从城镇到农村，

都有二十多支民间秧歌队、龙灯、狮子舞、花兰舞、

旱船等形式的秧歌。走遍大街小巷和村屯声万民同乐．；，

充分体现了南岗区群众文化工作欣欣向荣的太好形势。

第二章 南岗区文化工作沿革

1 9 46年4月2露日．，我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市声于

i 9建．i年4月闽成立南岗区人民政府，同时设立了教育

股声负责南岗区的文化教育工作o l 9 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化文化工作

也随之而发展变化。特别是l 9．7嚣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文化工作发生了

空前的变化。

第一节 管理枧构与人员

i 9莲?年4月一一I 9 49年南岗区教育股股长范九如；

l 9建-?年4月一l 9鑫9年5月马家区教育股股长马桂

茹(女)、剜漩；

1 o)41i年～l 9 49年i(1．月南岗区教育股股长江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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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股长樊春测；

l 9 49年皇刚秀声南岗区与马家区合并．，改称南岗区，

因此两区教育股也合并，改称南岗区教育股，任命昊

美珍为教育股长；

l 9 5 C年l 0月声教育股改为文教科，科长由吴美珍

继任；

1 9 5 3年l旺月一一l 9 5 5年5月文教科长蔡霖春；

l 9 5 7年教育与文化分设两科，文化科王秉直任副

科长；

l 9 5 8年8月～～l 95嚣年i l月吕金铎任文化科科长声．

副科长邓文选；

l 9 6 0年4月～一l 9 6 i年4月文化科与教育科合并改

称文教科．，王铁任科长；

l 9 6 i年n月一一l孽6 2年i O月，文教科改为文教局，

弧仲礼任局长、王会柱任副局长；

l 9 6 3年4月，又将文教局改为教育科扣文化科。

任命韩永泉为副科长，齐风章兼任副科长(文化馆馆

长)o

1 9 6 4年一l 9 6 I；年文化科副科长胡志(兼文化馆长)；

l 9 6 6年4月～l 9 7 3年1 1月，因文化大革命户全区



7

文化工作处于混乱状态；

l 9 7 3年l 2月南岗区恢复文化辩，郑职任科长，刘

秀英任副科长兼文化馆长；

’l 9．}4年6月⋯l 9．?6年l 0月刘明选任科长，剜秀

英副科长兼文化馆长；

1976年10月一一i宴了彳年i0月，齐风鸣任文化科长；

圭9-i 8 q-巷月⋯一l 9．i 9年l 2月，王铁任文化科长，

张玉林任要{科长兼文化馆长；

l骛8 8年l Q月，史忠任文化科长，高俊山任副科长

兼文化馆长； ．

1 9 8 4年4月文化料改为文化局(科级)，史忠继任

局长。l 9 8．}年8月文化局变成处级。到9 fi年史忠任局

长(正处级)

第二节 工作任务与活动静一i'I 上l卜强力1溺喇

一、l擘建罕年一一l 9凄9年l O月，奎国、

都正处在解放战争与土地改革运动时期，

主要任务有：

@、配舍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运动，

宣传教育工作；

奎省、全市

文化工作的

做好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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