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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兴湖，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可爱的家乡。大自然以优厚的条件赋予她，自古以

来，人类就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赖以生存。无数件历史文物和古迹遗存已经记载了

她的千百年来的文明史。自辽代皇帝在出河店(今茂兴湖场址)附近的混同江(松花江)

上凿冰钩鱼，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就是我们这里渔业自然捕捞的历史。为

了记载茂兴湖这块土地上历史和现状。达到“存史资治教育"之目的，我们编审委员会

在场党政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二年的努力，编出我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Ⅸ茂兴。

湖水产养殖场志》。这部书的问世，将在我省国营水产企业上产生较重要影响，同时，

也是我场职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申的一件大事。

这部志书，既是部门志又有地方志色彩，记述了茂兴沏的全貌，在纵向上由古至

今，横向则，政治经济，生产生活，文化教育，民土风情，自然地理无所不包，真是

搿起迄千百年纵横数百里"。在编写过程中j力求资料准确，事物真实，突出时代与地

方业务特点，使其达到“补史之缺、续史之无，资治教育”的作用，真正起到鼓励职工

爱茂兴湖的情操，产生自豪感。使其历史上客观再现，供领导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

事。在内容上尽量是详今略古。重点记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建

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场职工的精神面

貌。对一些重要政治历史问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国家的一些决议为准则，

俄真实扼要记载，我们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搿秉笔直书拶，才能真实再现客

观，使人们纵观厉史全貌，才能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达到益及当今，予惠后

人的目的。 ，

二年来，我们的编写人员在广泛采集资料中，得到场以及外地各有关部门、单位大力

支持，以及领导和部分工作人员的配合。尤其是在我场工作过的老前辈，为我们提供了

宝贵资料。在编写过程中特别得到了肇源县志办公室等单位的热情支持，才使这项艰巨

的工程得以竣工，谨此，向诸位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撰写过程中，由于时间短，资料少，又限于撰写者的水平，错误与遗缺定然不

少，诚读者供以宝贵意见。

茂兴潮水产养殖场编审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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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此志为我场第一本志书，因限于横项时间，故上限取“不等高限"时间。下限

为一九八五年。部分延到一九八六年。

二，在志首设“概述弦部分，为读者鸟瞰志书全貌。

三，有些事件不便设篇目者，一并放“附录"中作专题记述始末。

四、历次政治运动不设篇目，分述予“大记事"及有关章节中。

五、人物传上除已故知名先人外，设当代人物简介一节，记述一部分能工巧匠以及

有贡献有影响的专业人材。
7

六，根据部门志特点及本志情况，本志设章，节而不设编。全书主志共十一章，五

十四节。

七，行文中内容需说明的，均在志末注释

八，全志资料来源较广，为节省篇幅，一般出处不注。

九，本志地图，系采用黑龙江省测绘局一九八。年版面绘制，故用原政区名称，仅

一说明。

十，历史人名，地名以及其它民俗名称均以约定俗成为准·

十一，本志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互为标释。

十二，渔业用语并入方言内，不单设，在此一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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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兴湖水产养殖场志》总目

概；l匿¨，··································································(1)

大事记⋯一⋯⋯⋯⋯⋯⋯⋯⋯⋯⋯⋯一⋯⋯⋯⋯⋯⋯⋯⋯(5)

第一章自然捕捞

第一节地理与自然资源⋯⋯⋯⋯⋯⋯⋯⋯⋯⋯⋯⋯⋯⋯⋯⋯⋯⋯⋯⋯⋯⋯(16)

自然地理⋯⋯⋯⋯⋯⋯⋯⋯⋯⋯⋯⋯⋯⋯⋯⋯⋯⋯⋯⋯⋯⋯⋯⋯⋯⋯⋯⋯(16)

自然资源⋯⋯⋯⋯⋯⋯⋯⋯⋯⋯⋯⋯⋯⋯⋯⋯⋯⋯⋯⋯⋯⋯⋯⋯⋯⋯⋯⋯<16)

第=节历史与渔业沿革⋯⋯⋯⋯⋯⋯⋯⋯⋯⋯⋯⋯⋯⋯⋯⋯⋯⋯⋯⋯⋯⋯(船)

历史建置⋯⋯⋯⋯⋯⋯⋯⋯⋯⋯⋯⋯⋯⋯⋯⋯⋯⋯⋯⋯⋯⋯⋯⋯⋯⋯⋯⋯(勉)

渔业沿革⋯⋯⋯⋯⋯⋯⋯⋯⋯⋯⋯⋯⋯⋯⋯⋯⋯⋯⋯⋯⋯⋯⋯⋯⋯⋯⋯⋯(22)

第三节企业的更选⋯⋯⋯⋯⋯⋯⋯⋯⋯⋯⋯⋯⋯⋯⋯⋯⋯⋯⋯⋯⋯⋯．．．⋯(27)

嫩江省渔业公司⋯⋯⋯⋯⋯⋯⋯⋯⋯⋯一⋯⋯⋯⋯⋯⋯⋯⋯⋯⋯⋯⋯⋯⋯·(27)

’嫩江省水产局⋯⋯⋯⋯⋯⋯⋯⋯⋯⋯⋯⋯一⋯⋯⋯⋯⋯⋯⋯⋯⋯⋯⋯⋯⋯·<28>

．黑龙江省水产局<水产公司)⋯⋯⋯⋯⋯⋯⋯⋯⋯⋯⋯⋯⋯⋯⋯⋯⋯⋯⋯(29)

大赉渔场⋯⋯⋯⋯⋯⋯⋯⋯⋯⋯⋯⋯⋯⋯⋯⋯⋯⋯一⋯·⋯⋯⋯⋯⋯⋯⋯”(30)

国营嫩江水产公司⋯⋯⋯⋯⋯⋯⋯⋯⋯⋯⋯⋯⋯⋯⋯·⋯⋯··0to Ol 9 II⋯⋯⋯(sO)

j国营肇源渔场⋯⋯⋯⋯⋯⋯⋯⋯⋯⋯．．．⋯⋯⋯⋯⋯⋯⋯⋯⋯⋯⋯⋯⋯⋯⋯‘31)

茂兴湖水产养殖场⋯⋯⋯⋯⋯⋯⋯⋯⋯⋯⋯⋯⋯⋯⋯⋯⋯⋯⋯⋯⋯⋯⋯⋯(32)

第四节澶具渔法⋯⋯⋯⋯⋯⋯．¨⋯⋯⋯⋯⋯⋯⋯⋯”?⋯⋯⋯⋯⋯⋯⋯⋯⋯(33)

自然捕捞渔具⋯⋯⋯⋯⋯⋯⋯⋯⋯⋯⋯⋯⋯⋯⋯⋯⋯⋯⋯⋯⋯⋯⋯⋯⋯⋯(33)

渔期⋯⋯“⋯·⋯⋯⋯···⋯·”⋯“··”·········“····⋯···⋯“·⋯⋯⋯⋯·⋯⋯一(34)

渔法⋯⋯⋯⋯⋯⋯⋯⋯⋯⋯⋯⋯⋯⋯⋯⋯⋯⋯一⋯⋯⋯”⋯⋯⋯⋯⋯⋯⋯‘34)

．’渔船⋯⋯⋯·⋯⋯⋯·一⋯⋯⋯⋯···⋯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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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水产养殖

第一节咸鱼养殪⋯⋯⋯⋯⋯⋯⋯⋯⋯⋯⋯⋯⋯⋯⋯．．．⋯⋯⋯⋯⋯⋯⋯⋯⋯(48)

暂养⋯⋯⋯⋯⋯⋯⋯⋯⋯⋯⋯⋯⋯⋯⋯⋯⋯⋯⋯⋯⋯⋯⋯⋯⋯⋯⋯⋯⋯(48)

养鱼盼起因⋯·一⋯⋯·，：⋯一⋯”■⋯·¨”：⋯”?⋯“⋯⋯”⋯．．．¨⋯．．．⋯⋯”<+19)

成鱼养殖⋯⋯⋯⋯⋯⋯⋯⋯⋯⋯⋯⋯⋯⋯⋯⋯⋯⋯⋯⋯⋯⋯⋯⋯⋯⋯⋯⋯(49)

成鱼精养⋯⋯⋯⋯⋯⋯⋯⋯⋯⋯⋯⋯⋯⋯⋯⋯⋯⋯⋯⋯⋯．．．⋯⋯⋯⋯⋯⋯(51)

第=节鱼苗鱼种的培育··：⋯“⋯¨。0 41 41‰。小⋯⋯⋯．．；：?⋯··j·j．．．j．^．：：⋯j⋯·?^：’r 5I)

．草、鲢，鳙亲鱼培育⋯⋯⋯⋯⋯⋯4FroOII·+llWIT⋯⋯⋯⋯⋯⋯⋯一⋯⋯，一⋯⋯～·‘(’51‘)

鲤亲鱼的培育⋯⋯⋯⋯⋯⋯⋯⋯⋯⋯⋯⋯⋯⋯⋯⋯⋯⋯⋯⋯⋯⋯⋯⋯⋯⋯(53)

苗种培育的准备⋯⋯⋯⋯⋯⋯⋯⋯⋯⋯⋯⋯⋯⋯⋯⋯⋯⋯⋯⋯⋯⋯⋯⋯⋯(55)‘

乌仔的培育⋯⋯⋯⋯⋯⋯⋯⋯⋯⋯⋯⋯⋯⋯⋯⋯⋯⋯⋯⋯⋯⋯⋯⋯⋯⋯⋯(55)

夏花的培育⋯⋯⋯⋯⋯⋯⋯⋯⋯⋯⋯⋯⋯⋯⋯⋯⋯⋯⋯⋯⋯⋯⋯⋯⋯⋯⋯(57)

鱼种培育⋯⋯⋯⋯⋯⋯⋯⋯⋯⋯⋯⋯⋯⋯⋯⋯⋯⋯⋯⋯⋯⋯⋯⋯⋯⋯⋯⋯(57)

网箱养鱼⋯⋯⋯⋯⋯⋯⋯⋯⋯⋯⋯⋯⋯⋯⋯⋯⋯⋯⋯⋯⋯⋯⋯⋯⋯⋯⋯⋯(59)

二龄鱼种的培育⋯⋯⋯⋯⋯⋯⋯⋯⋯⋯⋯⋯⋯⋯⋯⋯⋯⋯⋯⋯⋯!·；⋯⋯⋯(60)

鱼苗鱼种的运输⋯⋯⋯⋯⋯⋯⋯⋯⋯⋯⋯⋯⋯⋯⋯⋯⋯⋯⋯⋯⋯⋯⋯⋯⋯(60>

第三节湖湾育种⋯⋯⋯⋯⋯⋯⋯⋯⋯⋯⋯⋯⋯⋯⋯⋯⋯⋯⋯⋯⋯⋯⋯⋯⋯(61)

湖湾的选择一⋯⋯⋯⋯⋯⋯⋯．．．⋯⋯⋯⋯⋯⋯⋯⋯⋯⋯⋯⋯⋯⋯⋯．．．⋯⋯(62>

鱼苗的品种搭配⋯⋯⋯⋯⋯⋯⋯⋯⋯⋯⋯⋯⋯⋯⋯⋯⋯⋯⋯⋯⋯⋯⋯．．．⋯(62)

注水淹青⋯⋯⋯⋯⋯⋯⋯⋯⋯⋯⋯⋯⋯⋯Ip IPIII⋯⋯⋯⋯⋯⋯⋯⋯”·41 4141⋯⋯(62)

饲养管理·⋯⋯⋯⋯⋯⋯⋯⋯⋯⋯⋯⋯⋯⋯⋯⋯⋯⋯⋯⋯⋯⋯⋯⋯⋯⋯⋯”(62>

鱼种出池⋯⋯⋯⋯⋯⋯⋯d[IIIO-ll⋯⋯⋯⋯⋯⋯⋯⋯⋯⋯⋯⋯⋯⋯⋯⋯⋯⋯⋯(63) ．

第四节养蚌育珠⋯⋯⋯⋯⋯⋯⋯⋯⋯⋯⋯⋯⋯⋯⋯⋯⋯⋯⋯⋯⋯⋯⋯⋯⋯(64)

第五节．养殖生产的渔具渔法(参见第一章第四节>⋯⋯⋯⋯⋯⋯⋯⋯⋯⋯‘64)

’

第三章多种经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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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种檀业⋯⋯⋯⋯⋯⋯⋯⋯⋯⋯⋯⋯⋯⋯⋯⋯⋯⋯⋯⋯⋯⋯⋯⋯⋯⋯(64)

第=节养殖业⋯⋯⋯⋯⋯⋯⋯⋯⋯⋯⋯⋯⋯⋯⋯⋯⋯⋯⋯⋯⋯⋯⋯⋯⋯⋯(66)

第三节工业⋯⋯⋯⋯⋯．．．．⋯⋯⋯⋯⋯⋯⋯⋯⋯一⋯⋯⋯⋯⋯⋯⋯一⋯⋯一(‘绚)

第四节林业⋯⋯⋯⋯⋯⋯⋯⋯⋯⋯⋯⋯⋯⋯⋯⋯⋯⋯⋯⋯⋯⋯⋯⋯⋯⋯(70)

’

第四章水产供销

第一节供销概况⋯⋯⋯⋯⋯⋯⋯⋯⋯⋯⋯⋯⋯⋯⋯⋯⋯⋯⋯⋯⋯⋯⋯⋯⋯(71)

第二节国蕾企业的鱼品铺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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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品销售⋯⋯⋯⋯⋯⋯⋯⋯⋯⋯⋯⋯⋯⋯⋯⋯⋯⋯⋯⋯⋯⋯⋯⋯⋯⋯⋯⋯(71)

鱼价及近期销售⋯⋯⋯⋯⋯⋯⋯⋯⋯⋯⋯⋯⋯．-．r．．．．．?⋯⋯⋯⋯⋯⋯⋯⋯⋯(72)

第三节渔需物资的供应⋯⋯⋯⋯⋯⋯⋯⋯⋯⋯⋯⋯⋯⋯⋯⋯⋯⋯⋯⋯⋯⋯(75)

第四节储运⋯⋯⋯⋯⋯⋯⋯⋯⋯⋯⋯⋯⋯⋯一⋯⋯⋯⋯⋯⋯⋯⋯⋯⋯⋯(75)

采购保管⋯⋯⋯⋯⋯⋯⋯⋯⋯⋯⋯⋯⋯⋯⋯⋯⋯⋯⋯⋯⋯⋯⋯⋯⋯⋯⋯⋯(75)

运输⋯⋯⋯⋯⋯⋯⋯⋯⋯⋯⋯⋯⋯⋯⋯⋯⋯⋯⋯⋯⋯⋯⋯⋯⋯．．．⋯⋯⋯(76)

第五节驻场的供销单位⋯⋯⋯⋯⋯⋯⋯⋯．．．⋯⋯⋯⋯⋯⋯⋯⋯⋯⋯⋯⋯⋯(77)

茂兴供销社渔场供销部⋯⋯⋯⋯⋯⋯⋯⋯⋯⋯⋯⋯⋯⋯⋯⋯⋯⋯⋯⋯⋯⋯(77)

茂兴粮库驻渔场粮店⋯⋯⋯⋯⋯⋯⋯⋯⋯⋯⋯⋯⋯⋯⋯⋯⋯⋯⋯：⋯⋯⋯“(78)
i

；j

第五章基本建设 {i
‘o；

第一节生产基地建设⋯⋯⋯⋯⋯⋯⋯⋯⋯⋯⋯⋯⋯⋯⋯⋯⋯⋯⋯⋯⋯⋯⋯(78)

梁子⋯⋯⋯⋯⋯⋯⋯⋯⋯⋯⋯⋯⋯⋯⋯⋯⋯⋯⋯⋯u⋯一⋯⋯⋯⋯”⋯⋯(78)

放养场⋯⋯⋯⋯⋯⋯⋯⋯⋯⋯⋯⋯⋯⋯⋯⋯⋯⋯⋯⋯⋯．．．⋯⋯⋯⋯⋯⋯⋯‘(80)

第=节房屋建设⋯⋯⋯⋯⋯⋯⋯⋯⋯⋯⋯．．．⋯⋯⋯⋯⋯⋯⋯⋯⋯⋯⋯⋯⋯(81)

公用房屋⋯⋯⋯⋯⋯⋯⋯⋯⋯⋯⋯⋯⋯⋯⋯⋯⋯⋯⋯⋯⋯⋯⋯⋯⋯⋯⋯⋯(81)

住宅建设⋯⋯⋯⋯⋯⋯⋯⋯⋯⋯⋯⋯⋯⋯⋯⋯⋯⋯⋯⋯⋯⋯⋯⋯⋯⋯⋯⋯(81)

第三节生产设施建设⋯⋯⋯⋯⋯⋯⋯⋯⋯⋯⋯⋯⋯⋯⋯⋯⋯⋯⋯⋯⋯⋯⋯(82)

抽水泵船⋯⋯⋯⋯⋯⋯⋯⋯⋯⋯⋯⋯⋯⋯⋯⋯⋯⋯⋯⋯⋯⋯⋯⋯⋯⋯⋯⋯(82)

开闭所⋯⋯⋯⋯⋯⋯⋯⋯⋯⋯⋯⋯⋯⋯⋯⋯⋯⋯⋯⋯⋯⋯⋯⋯⋯⋯⋯⋯⋯(83)

推土施工⋯⋯⋯⋯⋯⋯⋯⋯⋯⋯⋯⋯⋯⋯⋯⋯⋯⋯⋯⋯⋯⋯⋯·：⋯⋯⋯⋯·(83)

防汛⋯⋯⋯⋯⋯⋯⋯⋯⋯⋯⋯⋯⋯⋯⋯⋯⋯⋯⋯⋯⋯⋯⋯⋯⋯⋯⋯⋯⋯(84,)

越冬池决堤始末⋯⋯⋯⋯⋯⋯⋯⋯⋯⋯⋯⋯⋯⋯⋯⋯⋯⋯⋯⋯⋯⋯⋯⋯⋯(85)

1986年抢险纪实⋯⋯⋯⋯⋯⋯⋯⋯⋯⋯⋯⋯⋯⋯⋯⋯⋯⋯⋯⋯⋯⋯⋯⋯⋯(85)
。

‘

、

{

第六章资源保护 }{

第一节渔业管理⋯⋯⋯一⋯⋯⋯⋯⋯⋯⋯⋯⋯⋯⋯⋯⋯⋯⋯⋯⋯⋯⋯⋯⋯(86)

沿革⋯⋯⋯⋯⋯⋯⋯···⋯⋯⋯⋯⋯⋯⋯⋯⋯⋯⋯⋯⋯⋯⋯⋯⋯⋯⋯⋯⋯(86)

渔业法规⋯⋯⋯⋯⋯⋯⋯⋯⋯⋯⋯⋯⋯⋯⋯⋯⋯⋯⋯⋯⋯⋯⋯⋯⋯⋯⋯⋯(87)

第二节渔业秩序⋯⋯⋯⋯⋯⋯⋯⋯⋯⋯⋯．．．⋯’⋯⋯⋯⋯⋯⋯⋯⋯⋯⋯⋯⋯(87)

第三节渔政工作与水产治安⋯⋯⋯⋯⋯⋯⋯⋯⋯⋯⋯⋯⋯⋯⋯⋯⋯⋯⋯⋯(98)

生产治安机构建立⋯⋯⋯⋯⋯⋯⋯⋯⋯⋯⋯⋯⋯⋯⋯⋯⋯⋯⋯⋯⋯⋯⋯⋯(88)

渔业秩序的治理⋯⋯⋯⋯⋯⋯⋯⋯⋯⋯⋯⋯⋯⋯⋯⋯⋯⋯⋯⋯⋯⋯⋯⋯⋯(88)

治安措施⋯⋯⋯⋯⋯⋯⋯⋯⋯⋯⋯⋯⋯⋯⋯⋯⋯⋯⋯⋯⋯⋯⋯⋯⋯⋯⋯··(89)
第四节社会渔政⋯⋯⋯⋯⋯⋯⋯⋯⋯⋯⋯⋯．．．⋯⋯⋯⋯⋯⋯⋯⋯⋯⋯⋯⋯(90)

第五节渔农纠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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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企业管理

第一节水产捕捞技术瞥理⋯⋯⋯⋯⋯⋯⋯⋯⋯⋯⋯⋯⋯⋯⋯⋯⋯⋯⋯⋯⋯(92)

第=节水产养殖技术管理⋯⋯⋯⋯⋯⋯⋯⋯⋯⋯⋯⋯⋯⋯⋯⋯⋯⋯⋯⋯⋯(92)

第三节机务、电力管理⋯⋯⋯⋯⋯⋯⋯⋯⋯⋯⋯⋯⋯⋯⋯⋯⋯⋯⋯⋯⋯⋯(96)

第四节基本建设管理⋯⋯⋯⋯⋯⋯⋯⋯⋯⋯⋯⋯⋯⋯⋯⋯⋯⋯⋯⋯⋯⋯⋯(100)

第五节供销工作的管理⋯⋯⋯⋯⋯⋯⋯⋯⋯⋯⋯⋯⋯⋯⋯⋯⋯⋯⋯⋯⋯⋯(102)

第六节财务管理⋯⋯⋯⋯⋯⋯⋯⋯⋯⋯⋯⋯⋯⋯⋯⋯⋯⋯⋯⋯⋯⋯⋯⋯⋯(103)

第七节人事管理⋯⋯⋯⋯⋯⋯⋯⋯⋯⋯⋯⋯⋯⋯⋯⋯⋯⋯⋯⋯⋯⋯⋯⋯⋯(109)

第八节行政总务管理⋯⋯⋯⋯⋯⋯⋯⋯⋯⋯⋯⋯⋯⋯⋯⋯⋯⋯⋯⋯⋯⋯⋯(117)

附记l三岔河地窨子失火⋯⋯⋯⋯⋯⋯⋯⋯⋯⋯⋯⋯⋯⋯⋯⋯⋯⋯⋯⋯⋯(119)

值宿夜晚发生的事情⋯⋯⋯⋯⋯⋯⋯⋯⋯⋯⋯⋯⋯⋯⋯⋯⋯⋯⋯⋯(120)

自主妇女生小孩⋯⋯⋯⋯⋯⋯⋯⋯⋯⋯⋯⋯⋯⋯⋯⋯⋯⋯⋯⋯⋯⋯(120)

木匠铺失火⋯⋯⋯⋯⋯⋯⋯⋯⋯⋯⋯⋯⋯⋯⋯⋯⋯⋯⋯⋯⋯⋯⋯⋯(120)

第八章教科文卫

第一节学校教育⋯⋯⋯⋯⋯⋯⋯⋯⋯⋯⋯⋯⋯⋯⋯⋯⋯⋯⋯⋯⋯⋯⋯⋯⋯(122)

学前教育⋯⋯⋯⋯⋯⋯⋯⋯⋯⋯⋯⋯⋯⋯⋯⋯⋯⋯⋯⋯⋯⋯⋯⋯⋯⋯⋯⋯(122)

中小学校教育⋯⋯⋯⋯⋯⋯⋯⋯⋯⋯⋯⋯⋯⋯⋯⋯⋯⋯⋯⋯⋯⋯⋯⋯⋯⋯(122)

职业高中⋯⋯⋯⋯⋯⋯⋯⋯⋯⋯⋯⋯⋯⋯⋯⋯⋯⋯⋯⋯⋯⋯⋯⋯⋯⋯⋯⋯(124)

教材与教法⋯⋯⋯⋯⋯⋯⋯⋯⋯⋯⋯⋯⋯⋯⋯⋯⋯⋯⋯⋯⋯⋯⋯⋯⋯⋯⋯(124)

考试制度与升学⋯⋯⋯⋯⋯⋯⋯⋯⋯⋯⋯⋯⋯⋯⋯⋯⋯⋯⋯⋯⋯⋯⋯⋯⋯(124)

教师队伍与教师生活⋯⋯⋯⋯⋯⋯⋯⋯⋯⋯⋯⋯⋯⋯⋯⋯⋯⋯⋯⋯⋯⋯⋯(125)

教师进修⋯⋯⋯⋯⋯⋯⋯⋯⋯⋯⋯⋯⋯⋯⋯⋯⋯⋯⋯⋯⋯⋯⋯⋯⋯⋯⋯⋯【126)

肇源县水产中学⋯⋯⋯⋯⋯⋯⋯⋯⋯⋯⋯⋯⋯⋯⋯⋯⋯⋯⋯⋯⋯⋯⋯⋯⋯(126)

第二节职工教育⋯⋯⋯⋯⋯⋯⋯⋯⋯⋯⋯⋯⋯⋯⋯m⋯⋯⋯⋯⋯⋯⋯⋯⋯(127)

扫盲⋯⋯⋯⋯⋯⋯⋯⋯⋯⋯⋯⋯⋯⋯⋯⋯⋯⋯⋯⋯⋯⋯⋯⋯⋯⋯⋯⋯⋯(19．7)

培劫II．⋯⋯⋯⋯⋯⋯⋯⋯⋯⋯⋯⋯⋯⋯⋯⋯⋯⋯⋯⋯⋯·⋯⋯⋯．．，⋯⋯⋯．(127)

双补(文化、业务补习>⋯⋯⋯⋯⋯⋯⋯⋯⋯⋯⋯⋯⋯⋯⋯⋯⋯⋯⋯⋯(128)

岗前培训⋯⋯⋯⋯O OO O'I*O一'O eOOeOO⋯⋯⋯⋯⋯⋯⋯’⋯“⋯⋯⋯⋯⋯⋯⋯⋯⋯⋯(128)

第三节科学技术⋯⋯⋯⋯⋯⋯⋯⋯⋯⋯⋯⋯⋯⋯⋯⋯⋯⋯⋯⋯⋯⋯⋯⋯⋯(129)

工具改革与创新⋯⋯⋯⋯⋯⋯⋯⋯⋯⋯⋯⋯⋯⋯⋯⋯⋯⋯⋯⋯⋯⋯⋯⋯⋯(129)

水产业务技术⋯⋯⋯⋯⋯⋯⋯⋯⋯⋯⋯⋯⋯⋯⋯⋯⋯⋯⋯⋯⋯⋯⋯⋯⋯⋯(129)

技术工作。⋯⋯⋯⋯⋯⋯⋯⋯⋯⋯⋯⋯⋯⋯⋯⋯⋯⋯⋯⋯⋯⋯⋯⋯⋯⋯⋯⋯(129)

技术职称⋯⋯⋯⋯⋯⋯⋯⋯⋯⋯⋯⋯⋯⋯⋯⋯⋯⋯⋯⋯⋯⋯⋯⋯⋯⋯⋯⋯(139)

参加学术团体人员⋯⋯⋯⋯⋯⋯⋯⋯⋯⋯⋯⋯⋯⋯⋯⋯⋯⋯⋯⋯⋯⋯⋯⋯(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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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文化生活⋯⋯⋯⋯⋯⋯⋯⋯”⋯⋯⋯⋯⋯⋯⋯⋯⋯⋯⋯；⋯⋯⋯⋯⋯(130)

业余文化活动⋯⋯⋯⋯⋯⋯⋯I．．．⋯⋯⋯⋯．，．⋯m⋯⋯一⋯⋯⋯⋯⋯⋯⋯⋯(180)

报刊，杂志的订阅⋯⋯⋯⋯⋯⋯⋯⋯⋯⋯⋯⋯⋯⋯⋯⋯⋯⋯⋯⋯⋯⋯⋯⋯(150)

图书室⋯⋯⋯⋯⋯⋯⋯⋯⋯⋯⋯⋯⋯⋯⋯⋯⋯⋯⋯、⋯⋯⋯⋯⋯⋯⋯⋯⋯⋯(I$0)

第五节卫生保健与计期生育⋯⋯⋯⋯⋯⋯⋯··．、．⋯⋯”⋯⋯⋯⋯⋯⋯⋯⋯⋯(181)

医疗保健⋯⋯⋯⋯⋯⋯⋯⋯⋯⋯⋯⋯⋯⋯⋯⋯⋯⋯⋯⋯⋯⋯⋯⋯⋯⋯⋯⋯(131>

防疫⋯⋯⋯⋯⋯⋯⋯⋯⋯⋯⋯⋯⋯·．．-．⋯⋯⋯⋯⋯⋯⋯⋯⋯⋯⋯⋯⋯⋯··(152)

环境卫生⋯⋯⋯⋯⋯⋯⋯⋯⋯⋯⋯⋯⋯⋯⋯⋯⋯⋯⋯⋯⋯⋯⋯⋯⋯⋯⋯⋯(1S2>

r计划生育⋯⋯⋯⋯⋯⋯⋯⋯⋯⋯⋯⋯⋯”“⋯叫⋯⋯⋯⋯⋯⋯⋯⋯⋯⋯⋯·(132)

第九章党政群团

第一节党的组织⋯⋯⋯⋯⋯⋯⋯·¨⋯⋯⋯⋯⋯⋯⋯⋯⋯⋯⋯⋯⋯⋯⋯⋯⋯(1客4)

沿革⋯⋯⋯⋯⋯⋯⋯⋯⋯．．．⋯⋯⋯⋯⋯⋯⋯⋯⋯⋯⋯⋯⋯⋯⋯⋯⋯⋯⋯(194)

组织工作⋯⋯⋯⋯⋯⋯⋯⋯⋯⋯⋯⋯⋯⋯⋯⋯⋯⋯⋯⋯⋯⋯⋯⋯⋯⋯⋯⋯(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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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述

茂兴湖水产养殖场位于肇源县境内的西南部，嫩江下游左岸，场经营区域沿嫩江走

向。地理坐标为北纬45。2．57—45。38 7东经124。107—124。407之间，海拔渤海j高度为

128,-．,130m。距肇源县城五十公里以外。东，北两面与肇源县的茂兴镇，新肇镇，民意

乡接壤，西隔嫩江与吉林省大安县相望。南越嫩江与吉林省的前郭，扶余两县为邻。全

场经营总水面为227．448亩，1985年人口总数为1013人，经营区域内为松嫩平原上的沼泽

地，沿江一带地势低平，草茂水肥，适于鱼类生活，历史上就已成了有名的渔业生产

区。

茂兴湖水域，属于北温带大陆性气侯，四季分明，冬长少雪。夏短多雨，春早多大

风，年平均气温为4℃，一月份平均气温为一18．9℃，极度最低气温为一36．2℃，七月

份平均气温为23．3"C，极度最高气温为36．6"0，年降水为400N420mm无霜期为150天，

年日照2750Zb时。这个大自然条件是适于鱼类繁衍生殖的。

茂兴湖水域地处嫩江下游，水产资源条件是优越的。嫩江发源予大兴安岭的伊勒呼

里山，流径山地与库尔泓诺敏河等十几条小河相汇，经江桥到三岔河汇合予松花江，形
成松花江干流。从江桥至三岔河江段为嫩江下游。由于地貌原因，这里河幅宽，河道弯

曲，形成牛轭湖(新月湖)和泡沼沟汉较多，又因地处呼伦贝尔沙地边缘，地势低平，

泡沿多为沙质地，水草繁茂适于鱼类繁衍生殖，加之河流丰水期多在每年4～5月(鱼

繁殖期)。减水期又多在每年11月至第二年三月(渔业生产期)。所以，这里是得天独

厚的渔业区，历史上产鱼驰名中外的多耐就在嫩江下游。茂兴湖水域是适于鱼类回游繁

衍的，在全场20多万亩的水面中适于养鱼的就可达16万亩之多。这里常见的鱼类有15科

54扁68种。我场的水域范围内的渔业生产史是比较长的。辽代契丹人生活在这里，就已

经从冰下捕鱼。清代产生了定置定所渔业——梁子。民国和日伪时期渔业水面为大地

主，鱼霸所占有。解放后建立了国营水产企业，渔民变成了水产工人，成了渔业的主

人，渔业生产才有了大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茂兴湖水产养殖场由

原来的自然捕捞生产企业完全变成了人工养殖的水产企业渔业生产逐年发展，已经成为

全省的重要渔业基地之一。到1985年已有六处放养场，总养水面已有12万亩，另外梁予

五处，冰槽子15处，有配套的鱼种池。湖湾育种场，越冬池。年总产800"-"1000多吨商品

鱼，大规格鱼种1000万尾。除了鱼以外，这里还产珍珠，我场曾两次养蚌育珠，珍珠不但

可入药也是装饰品，为古今人们所推之为珍贵佳品，进入市场也产生极大的经济价值。

在野生动物中，水貂，貉，都极为名贵，我场1975,'V1982的八年中，出口水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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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8张。1985年出售貉种300多只。

(二)

茂兴湖水域，很早就有了人类居住，并发生了渔事活动，在发掘肇源县的白金宝古

人类遗址时已发现了骨鱼镖、陶网坠，这是最早的鱼猎工具。茂兴湖水产养殖场场部是辽

金时代的出河店旧城遗址。公元1114年(辽天祚帝天庆四年)有绍的辽金出河店之役就

发生在这里，辽军大败，冀定了金王朝的基业，这里建成了金肇州。元朝时，这里就是

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的世袭地。一直到解放这里仍有很多蒙族人居住。汉人来到

茂兴湖水域居住是从清代康熙年间从茂兴到瑗珲设立驿站，“三藩之乱，，的部下到这当站

丁， “原吴三桂属下免死发遣者"。留下了“星夜关山驰古道，云南远配嫩江稍”的诗

句。历史上远在周秦时代的女真先祖肃慎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到了金代(1130)在出

河店(茂兴湖现址)建立了肇州。元代在八里城建肇州(今肇东所属)，明代在三岔河

(茂兴湖所属)设撒叉河卫。清顺治五年(1648)郭尔罗斯设前后二旗。这里仍属哈布

图哈萨尔后裔的领地。1945年郭尔罗斯后旗解放。1946年春天地方政府开始管理渔业，

渔业生产收入分成三大股份(地方政府、渔民、网户达)。1947年6月郭尔罗斯后旗渔

业公司建立。1948年3月在郭尔罗斯后旗组建嫩江省渔业公司，这就是茂兴湖国营企业

的开始，现在茂兴湖场址在勒勒营子旧址，距县城五十公里以外，茂兴镇南，现在茂兴湖

已设三个分场，三个直属队，一个服务公司，场部党，政下设二室五科(行政办，党委

办、计财，生产、供销、机电、基建)，总场设有子弟学校，卫生院、公安分局，新肇

供销办事处、冷库。现在全场四百三十名职工正团结一致，共同前进为建设一个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渔业基地新茂兴湖而努力。

(三)

茂兴湖水域自建立国营企业以来，三十多年中，对国家和人民是做出一些贡献的。

早在1949年，嫩江省渔业公司时，这里就有一个实验渔场进行过养鱼试验是全省养鱼最早

的地方。在抗美援朝时期工人们曾捐出巨款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受到新华通讯社的广

播表扬。1955年支援兄弟国家建设，茂兴沏去蒙古人民共和国22人，而且刘洪江同志为

了蒙古人民建设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6年，国家在通河建渔场，我场又派去18名干部、工人为通河建场充实力量。

1958年兴凯湖渔场打大网我场抽调一百多人去那里工作加强力量。

三十多年来，茂兴湖水产养殖场的职工忠诚勤奋，不畏艰苦，实事求是的精神已经

形成光荣传统，这种精神正为新一代的工人所继承发扬。

(四)

建场三十八年，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场职工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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