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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四项基本

原则为准绳，融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决议精神，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力求精辟准

确的态度，以记叙性志书体裁，采取记、传、图、表相结合方式撰

写全书。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松花江地区成了

全国解放最早的地方之一，在解放战争中做为解放区全力，支援前

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努力，没有开展对外贸易。一九四

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北区在沈阳市成立外贸机构

直接从生产单位组织出口货源，主要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

贸易往来。。一九五四年黑龙江省成立外贸机构，各地、市设立办事

r处，省各进出口分公司直接组织货源，分别调住天津、上海、青岛等

扫岸对外出口，进口甚微。一九五九年由单一对社会主义国家出

t：s，逐步开展对港澳地区和对资出口，黑龙江省外贸业务仍然是调

拨关系。一九八。年黑龙江省外贸由调拨改为直接对外出口和进

口，各地．市外贸部门为省各进出口分公司组织货源，进行收购。

：松花江地区于一九七。年正式成立外贸机构，所以，本书主要记述

一九七O年至一九八五年对J'i、经济贸易开展的基本情况。共九篇二

十三章，约三万多字。

编者：孙复兴、张书昌、郭敬辉

一九八七年四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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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述 “

．． (一)．

松花江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办公地址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芦家

街四十三号。松花江地区所属宾县、’双城、五常、巴彦、木兰、通

河、尚志、方正、延寿等九个县外贸。．全区九个县分布哈尔滨市

周围，总面积为四万三千平方公里。交通四通八达，从哈市延伸的

铁路、公路、水路贯穿全区，总长度为四千八百公里。地貌特点是

“六山半水三分半田’’，东部半山区，中部为丘陵，西部是平原，

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无霜期为'_百-十五天至一百四十五

天。松花江地区资源丰富，农业是全省商品粮基地之一。可耕地面

积为一千四百二十五万一千亩，特产大豆、玉米、小麦、水稻等农

作物。森林面积为三千五百七十五万亩，木材总蓄积量为一亿七千

万立方米，材种有松、柞、榆、杨、桦、水曲柳等二十多种。矿产

十分丰富。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松花江地区也是全省旅游业新开

发区之一。对发展经贸事业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优越条件。

7

(二)

松花江地区外贸于一九七。年七月成立，组成外贸组；一九七

’一年二月地区外贸组改为松花江地区外贸公司，下设四个组，有秘

书组、粮油组、土畜组、工业组。一九七二年在各县供销社内设立

外贸组。当年七月成立松花江地区外贸局。一九七四年地区外贸局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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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改为科。各县也先后成立外贸科。一九七六年地区粮油食品

科改为松花江地区粮油食品进出口支公司，各县成立黄牛收购站；

同年，地区外贸局增设运输科，车队归省外运公司直属领导。

一九七七年地区土畜科、工业科先后改为支公司，与省各分公司对口

7开展业务。一九七九年车队撤销。一九八一年地区外贸局撤销运输

科，成立综合业务科；同年，各县先后成立土畜、工业站。一九八

三年十月，‘’呼兰、阿城两县划归哈尔滨市，全区所属县外贸科由十

．一个变为九个。一九A-年十二月外贸机构改革。松花江地区外贸

局改为松花江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撤销秘书科，成立办公室和

政工科；各县外贸科改为县外贸公司，领导班子也做了调整。

(三)

一九七。年成立外贸组仅有五人。一九七二年各县成立外贸

组，全区职_72二十六人。一九七五年各县成立收购站；全区外贸系

统职工发展为一百一十九人。到一九八。年全区外贸职工达六百二

十人。一九八三年呼兰、阿城两县划·归哈尔滨市。到一九八五年

底，全区外贸系统职工为四百六十五人。其中：地区公司二十五4

人，各县公司共计七十三人，全区粮油系统二百三十四人，土畜系

统九十三人，工业系统四十人。全区系统共有共产党员一百五十八

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共青团员五十四人，占职工总数

的百分之十二。干部二百零七人，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五，股级以上

干部一百一十七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职工干部中拥有

大学文化六人，专科文化二十三人，中专(高中)文化一百九十‘

人，共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



， (四)!’；j j、一j

·一九七。年收购值完成五百五十六万元，出口商品仅-四种。“四

五’’时期，计划完成总值为五千九百零三万元，共经营二十一种商品’；

粮油食品类占百分之十五，土畜产品类占百分之七十九，工业产品类

仅占百分之六；平均每年收购计划完成一千万元以上。“五五∥时期，

收购总值为一亿零八百六十九万元；商品达三十二种；年平均完成

二千万元以上，比上期增长一倍多；粮油食品类占百分之十四，土

畜产品类占百分之六十七，工业产品类占百分之十九。 ，六五”时

期，收购总值完成二亿八千零五十一万元，年均完成五千万元以上；

商品达六十七种，比上期增长一点八倍；粮油食品类占百分之五十

七，士畜产品类占百分之二十六，工业产品类占百分之十七。 一

(五)

一九七九年以前，黑龙江省出口商品调往天津、大连口岸出

口，没有外汇分成。自从一九七九年以后，由调拨改为直接出口，’

直接创汇，才有分成。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全区出口共创

汇一亿二千四百三十三万六千零八十四万美元。七年来外汇分成累

计八百四十‘二万九千零六十八美元，其中：地区计委分得六十八万

二千四百二十七美元；全区各县政府共分得三百二十七万七千五百

二十三美元；全区各生产企业分得四百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一十八美

元。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粮食出口创汇有留成，一年共分得外汇一百

八十九万一千八百美元。

(六)

，松花江地区经贸系统的财务属于中央财政。从一九七。年到一
· 3 ·



九七五年，全区外贸系统开支统由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分公司负担。

从一九七六年以后，地区成立粮油、工业支公司，分别归口负担费

用。全区经营状况属于持平，其中：·土畜产品支公司基本年年盈

利，粮油食品支公司增加粮食出口后，开始扭亏为盈，工艺品支公

司基本是年年持平。从各县看，经营额大，劳效高，盈利较多的有

尚志、巴彦、呼兰、．双城：延寿等县。t

(七)

．松花江地区出口商品基地建设从一九七四年开始试办，十几年

来先后建立出口专厂、专车间、基地二十三个。其中：粮油食品类

七个，土畜产品类八个，工业产品类八个。外贸投放贷款达八百多

万元，扶持试验费五万元。这些基地出口产品占全区出口总额的百

分之七十左右。

松花江地区外贸自f九七。年到一九八五年，始终坚持勤俭办

企业的方针，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很少．，增加较慢。全区外贸系统共

四十个独立核算单位。现有固定资产原值为二百四十八万元，净值

一百六十八万元。其中：粮油系统为一百三十六万元，占百分之五

十四点八；土畜产系统为一百零一万元，．占百分之四十点七；工艺

品系统为十一万元，仅占百分之四点五。一主要有仓库五千六百一十

四平方米；营业室四千一百六十八平方米；职工宿舍六千零九十平

方米；各种车辆二十七辆，其中货车九辆，面包车三辆，小车三

辆，吉普车五辆，客货车七辆。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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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地理位置和概况

第一章位_置

．松花江地区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属松嫩平原东部地区，在东径

一百二十五度三十八分至一百二十九度三十六分，，北纬四十四度四

分至四十六度四十分之间。南I临吉林省的扶余、．榆树、舒兰三县，

北靠庆安、铁力两县，东依依兰、林口、海林三县，西与吉林省的

扶余、德惠县接壤。总面积为四万三千平方公里。

松花江地区行署驻哈尔滨市，所辖各县紧布啥尔滨市周围j成

众星捧月之势。从哈市延伸的铁路、公路、水路贯穿全区。铁路有

滨绥线、滨北线、哈大线，分别通过巴彦、双城、．五常、’尚志等县

境；松花江水路流经宾县、双城、巴彦、．木兰、通河、方正六个

县，长度为三百三十公里；．公路有哈大路(哈市一一大连)，哈同

路(哈市一～同江)，哈绥路(哈市二～绥芬河)，在全区纵横贯

通，’总长度为四千八百公里。 ‘4一一．一
’

，

第二章沿 革

松花江地区辖境，唐属渤海国，金为上京会宁府(今阿城白

城，一一五三年迁燕京)附近之京畿要地，元属辽阳行省开原路和

水达达路，明隶奴儿干都司，清先后分辖于宁古塔章帮京，吉林将

军、黑龙江省将军和吉、黑两省。一九三j年“九·一八”事变，

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一九四五年随着全国抗日战争的胜

利，获得了解放。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松江省；、一
二‘ 5，，．¨



九五四年黑龙江省、松江省两省合并，属黑龙江省，设松花江专

区，专员公署设在哈尔滨市，辖绥化、望奎、．绥棱、海伦、庆安、

通河、巴彦、木兰、兰西、．五常、双城、肇源、肇洲十三县和伊春

市；一九六四年伊春市直辖于省：一九六五年松花江专员公署改称

绥化公署。．公署迁至绥化j同时成立新的松花江专员公署，将哈尔

滨市所属八县划入，专署在哈尔滨市，’辖呼兰、阿城：巴彦、木

兰、通河、五常、．双城、．宾县等八县；．一九六七年三月，成立松花

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十月，地区革命委员会迁至阿城；

一九七O年；原牡丹江所属^的尚志、方正、延寿三县划入；一九七

二年十月，地区革命委员会迁回哈尔滨市；一九七八年地区革命委

员会改为行政公署；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呼兰、阿城两县划归哈尔

滨市。现金区辖宾县、双城、五常、巴彦、木兰、通河、尚志、方

正、延寿九县，共有六十一个镇、一百二十四个乡^．四百二十五万

人口‘(其中农村人口三百二十瓣万，城镇人口一百零一万)。

．：
．

，第三章．嶷 源
．

‘：。 一r

松花I扛地域辽阔，全区总面积为六千四igA．十四万亩，占全省

总面积的百分之九点二。地貌特征是“六山半水三分半田"。东部

半山区，中部为丘陵，西部是乎原，整个地势由东向西逐渐降低。

全区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愿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六百毫米，无霜

期一百一十五至一百四十五天。良好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使全区蕴

藏着丰富。资源。

(一)土地。松花江地区农业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粮食

产区之一，也是全省重点商品粮基地。，全区可耕地面积为一千七百

四十五万五千六百亩，现有耕地面积中旱田占百分之八十八，水田
· 6 。



。占百分之十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经

‘济政策，农村粮食和农副产品生产迅速发展，_九八四年粮豆薯总

产达五十七亿七千万斤，创本地区历史最高水平；一九八五年全区

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仍夺得了历史上第五个-+r收年，粮

豆薯总产四十_亿五千万斤，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十四亿厅。松花江

地区主产大豆、玉米、小麦、水稻等；省政府确定宾县、木兰为出

口大豆基地，其他各县为粮食生产基地。
’

(二)森林。松花江地区森林资源丰富，木材品种齐全，材质

优良。全区森林面积为三千五百七十五万亩，木材总蓄积量为一亿

七千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四十一点八，是黑龙江省重点

林区之一。’主要树种有松、柞、榆、杨、桦、‘水曲柳、黄菠萝等二

十种。针叶树约占百分之二，阔叶树占百分之九十八。

(三)野生动植物。松花江地区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野生动

、物主要有东北虎、-5鹿、黑熊、野猪、狍子、紫貂、山兔、艾虎、香

鼠、灰鼠、黄鼠狼等四十多种。全区有经济价值的植物达数百种，

主要有山葡萄、黑豆果、草梅、树梅、猕猴桃、黑木耳、元蘑、猴

头、山野菜等。名贵药材一百二十多种，如人参、刺五加、黄芪、

‘平贝、五味子、大力子、田鸡等。

(四)矿产。现已探明的金属矿有铁、铜、铅、锌、钼、金、

银等。铁矿储量八百零一万五千吨，钼矿储量四万三千吨，铜矿储

量十五万一千五百五十吨，铅矿储量五万五千二百吨，锌矿储量四

十万三千七百吨。非金属矿有煤、大理石、石灰石、花岗岩石、石

英石、石墨、工程砂等。现己探明煤储量为五百六十二万五千吨，

石灰石储量为-1zJ-千五百三十万吨。，

(五)水利。全区水利资源丰富，境内河流纵横，水库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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