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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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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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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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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强

刘宝

关守库

张玉梅

李庆富

赵春玉

徐德帮

顾为民陈仲权郝贵富姜建湘霍刚

砷

●；lI，■r■r●Il}I●



70

提供初稿和资料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云龙于修栋于兹威马占海王宏王文友王文伟

王文玲王华清王志勇王喜军王福利王德强韦春兰

尹汝芳冯萍冯飞东兰崇奎叶绍凯付建光衣长福

许文忠刘才刘宝刘国宏刘金宝刘跃忠吕林波

朱玉林孙成英孙春林孙春杰孙菊花阴云霞辛殿龙

沈双秋杨玉江杨东祥杨远楠杨宏江李伟李永刚

李军三李金红李铁江李淑华李德伟肖长生迟永兴

安亮安歌今宋文彬宋继文宋德才陈威陈仲权

陈俊章张玉梅张东亮张青春张松树张忠歧张彦宁

张洪生张爱云张爱国佟守权邵勇郑仁权尚永福

尚敬胜季希芬范成全孟照宏祝兆吉宣进松赵勇

赵文和赵连文姜广林姜吉堂姜兆兴姜建湘胡武

胡静胡北艳胡界明欧阳伟周昆周民雄郝贵富

姚运风荆晓花高凯峰唐宝刚徐刚徐德帮袁开银

秦卫国顾为民桂志军康万军康友山曹玉宏曹秀梅

程谋卿程福军梁振宏雷宝剑黄启强黄祖振霍刚

霍萍谭晓勤籍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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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德教育和北大荒精神教育的工具书。它不仅能使人们了解到农场

15年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全貌和变化，更为农场制订计划、决策和

政策提供了依据。通过把众多翔实的资料整理编辑成书，可以使建设

者、改革者的功绩不致湮没，后来者得到裨益，前有所稽，后有所用，从

而激发人们建设农场的热情，坚定勤劳致富奔小康的信心o

史志办的人员让我写几句话，写什么呢?我翻阅着长达数十万言的

《饶河农场志(1986—2000)》，思索良久，感慨万千。与其说这部场志是

编纂人员的心血，不如说是饶河农场人15年改革开放建设的辛勤结晶。

北大荒这块神奇的土地，滋养和哺育了几代北大荒人。他们塑造了“艰

苦奋斗、顾全大局、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为北大荒的发展

和壮大无怨无悔地挥洒着汗水，倾注着心血，奉献着才智和年华。

农垦红兴隆分局12个农场，饶河农场是最东边，也是惟一的边境

农场。嵯峨嶙峋的大顶子山，勇敢机智的边防战士，粼粼清波的乌苏里

江水，名扬中外的大马哈鱼和“三花五罗"，远古的森林和重叠的山峦，

我早有耳闻，使我向往不已o 2000年4月，我调任饶河农场党委书记o

5年多的工作和生活，使我深深地爱上了饶河农场。这里有开拓进取、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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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河农场志

与时俱进的农场领导班子，有各方面素质较高的干部和职工队伍，有安

定团结的社会治安环境，更有着粗犷热情、勇于开拓的建设者和改革

者。尽管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使饶河农场一度经济拮据，职工的生产

生活遇到很大困难，但他们毫不气馁，而是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勇于开

拓进取，在农场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调整种植业结构，以发展

特色经济、增强市场竞争力为主攻方向，依托资源优势和地缘优势全方

位发展经济，终于走出低谷，去年取得了经营盈利300万元、人均纯收

入6 028元的较好成绩。

这部场志记载了饶河农场15年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情况，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饶河农场全貌。这个历史时期是共和国和农

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15年，人们的思想观念获得了解放。但由于

我们缺乏经验造成的工作失误，也做过一些违背自然和经济规律的傻

事、蠢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了把农场的事情办得更好，我们

在志书中秉笔直书做了记载，以便“存史资治"o

由于体制变更和人员更替频繁，许多重要资料已经散失，经史志办

人员多方查找与考察核实，加上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和帮助，终于使续修

场志工作付诸实现o

15年的建设成就，既可告慰千万个拓荒者、建设者，更能激励人们

奋发进取。珍惜历史，就是珍惜事业；尊重历史，方能继往开来。饶河

农场人民既能为过去写下光荣自豪的一页，在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富

国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也必将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为繁荣边疆、振兴农场做出自己的贡献o

2

甜

训料乡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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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二)

《饶河农场志(1986--2000)》编纂成书，是全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也是记载饶河农场全体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中奋力拼搏的

光辉篇章，在此表示祝贺o。。
·

史志办的同志约我为场志作序，因到饶河农场时间不长，对农场历

史了解甚少，实有不胜此重任之感o+

自1956年铁道兵8509部队和转业官兵在这里拓荒建场以来，到

1964年饶河农场正式建立，至今已有41年的历史o 41年来，农场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再从小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走过了崎岖曲

折、坎坷不平的历程。在农场第一部场志(1956—1985)中已对开发建

设作了较详细的记载o 1986年以后的历史，是农场改革开放的重要历

史阶段，人们挣脱了旧传统、旧观念的桎梏，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

通过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个领域充满了活

力和生机。在这非同寻常的过程中，农场汲取了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

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资政，使后人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o

我国历史上素有编修地方志的传统，从东汉光武帝下诏撰写《南

阳风物记》起，历代编史修志均有先例，相沿不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历史财富。饶河农场由于体制多次变更，人员来去频繁，许多重要的

历史资料散失殆尽。经史志办多方查找和考察核实，兼有许多部门和

老干部的支持帮助，终于使编修场志工作付诸实现。全书对1986年以

后农场的人文地理、经济、政治等都作了较系统的记述。这对于了解前

人、教育后代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使今天和明天的人们知道，前人怎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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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乞

饶河农场志

样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栉风沐雨、艰苦创业、改革开放，才使这块荒

原变成粗具规模的机械化农场。我们编修这部续志，意在总结经验、吸

取教训、认识规律、促进发展，使其“前有所记，后有所鉴"，“得益当代，

惠及子孙"o

当前，农场改革和发展面临着十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党和国家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农业，“一免两补"政策的落实促进了农业

产业的发展，职工群众承租土地的热情空前高涨。加之近两年来，农场

强化种植业结构调整，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展势头日益强劲，综合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各领域工

作蓄势待发，为今后的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我们必须有清

醒的认识，增强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动员和带领全场人民聚精会神搞

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富民强场为目标，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速推进农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农场正在继续改革开放，探索发展道路。知之深，爱之切。愿我们

更加热爱饶河农场，热爱农垦事业，加倍工作，锐意改革，奋力拼搏，开

拓前进，去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o

2

刍袁尘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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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饶河农场志(1986—2000)》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断限内自然和社会发展面貌，力求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这部《饶河农场志(1986—2000)》为续编，上限始于1986年，

下限为2000年。为保持所记内容的完整性，对基层单位则追溯到开荒

建队时期，不受断限限制，有的内容则延续到2000年以后。为丰富地

域文化，以利教育后人，有的内容则追溯到建场前。如在农场境内牺牲

的抗联英雄人物及英勇杀敌事迹也收录其中，这也体现了地方志的特

点。

三、记述范围包括农场所属各单位和部门，农、林、牧、副、渔、工、

商、运、建、服各行各业，省、农垦、县属驻场机构。企业归类于相关章节

之中。全志立地理建置人口、体制改革、经济、经济管理、政治、科教文

卫、社会、人物共8篇50章209节。还设置了概述、大事记和附录。

四、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篇目设置从实际出发，

以适于反映场情、符合志书体例要求为原则，按篇、章、节、目顺序排列，

以志为主，表录随文。语言文体取通用白话记述体。

五、概述综述场情总摄全书；大事记以时为序，勾勒历史脉络，以编

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专志以事物性质立篇，不受现行职能部门

业务范围的约束；坚持以事物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附录主要辑录无

章可归，又弃之可惜的对相关章节有佐证作用的资料和艺文等。

六、大事记列于概述之后，所记农场主要机构变更、重要会议、重大

活动、重点工程、突出成就、重要人物变动和对后人有教益或警示作用

的事件。

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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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河农场志

七、专志设体制改革篇，记述农场15年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以

事实揭示农场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并作为主旋律贯穿于各篇之中。

社会篇中设“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章，重点记述农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

取得的新经验、新事物，集中反映全场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精神面貌。

八、续志在“建置"中第一次较系统地介绍了全场各生产队的发展

概况；经济篇是续志重点内容之一，根据农垦企业的特点，重笔记述农

业、农机、畜牧、林业、水利、物资和劳资等各专业志，并增加了“非国有

经济"、“水田开发"等章节，突出体现了农场以农业为基础和种植结构

调整的时代特征。

九、入志人物设传、简介、表和录4个层次。人物传记依照史家

“生不列传"的通例进行遴选；简介和表录收入分局以上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以及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和政工职称人员。

十、数据以农场计统科的年度统计数字为准。未列入农场统计范

围的，均来自有关单位现有文书及会计档案。个别反映人民生活情况

的数据为调查所得。

十一、统计表中的全场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均以2000年现

价折算。统计数据凡能进到上一级单位的，一律进到上一级单位，小数

点以下统一保留两位数字。

十二、计量单位一般用汉字，除耕地面积以公顷、亩为单位外，长

度、重量、体积单位一律用公制，以人民币为货币计算的一般以元、万元

为单位。

十三、机构名称一般使用现称谓。但对红兴隆分局的称谓在记述

时则以更名时间为准o 1997年1月1日以前称“红兴隆管理局"或简

称“管理局"，以后称“红兴隆分局”或“分局"o

十四、续志所用重大历史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农场档案室和各主

管业务部门档案，有少部分属口碑资料和个人保存文字资料。凡收集

的历史资料被志书录用的，均按章节汇编入档。

十五、为检索方便，书后设置了人名索引和表录索引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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