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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烈民

<大庆市志>全面记述大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

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是大庆的创业者和建设者奋发图强，艰苦奋

斗，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记录。出

版这部市志可以使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大庆，对于从市情

出发规划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对于运用史料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都是很有意义的o

大庆地区原是一片草原。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建起了我国第

一个国营牧场o 1955年国家开始对松辽盆地进行石油地质普查，

1958年开始全面的石油勘探o 1959年9月26日，位于肇州县大同

镇附近的“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油流。当时正值建国十周年前夕，

故名“大庆油田"o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

重要里程碑。

1960年，经党中央批准，石油工业部在大庆组织石油大会战。

会战职工面对霸权主义的封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下定为祖

国争光、为人民争气的决心，发愤图强，“两论"起家，建成了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结束了我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七十

年代初，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期间，大庆广大干部、

群众坚强勇敢，排除干扰，大幅度提高原油产量，努力发展石油

化工生产，．对国民经济在大动乱中仍能取得进展起了重要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

庆进入了发展新时期。石油勘探不断向外围扩展，年产五千万吨

原油已稳产十二年。石油化工向深度加工发展，建成了30万吨乙

烯一、二期工程，原有的设备也得到改造。替代产业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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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了一批骨干企业，有的产品已经打入国际市场。其它各项事

业也都有了很大发展。今日的大庆，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基地，

也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成为石油、石油化工、替代产业

协调发展的新型工矿城市。

大庆开发建设28年来，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截止1987年

底，累计生产原油90300多；万吨，生产石油化工产品,8100万吨，

财政上缴819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21倍。在为国家创造物质

财富的同时，培养锻炼出一支比较过硬的队伍，涌现出以铁人王

进喜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模范，．并先后输送出8．6万多名干部、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支援全国新油田的建设。

大庆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决策和亲切

关怀的结果。在大庆开发建设过程中，中央许多领导同志来大庆

视察，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为大庆的前进发展指明了方向。黑龙

江省委、省政府和石油工业部、石化总公司直接领导大庆的工作，

帮助大庆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各方面存在的困难。全国全

省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援大庆的开发建设，与全市人民建立

了深厚的情谊。在大庆这块土地上，出现过为人民解放事业抛头

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更有许多同志为发展我国的石油和石油

化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和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大庆石油会战过程中，形成了“两论”起家、“两分法"前进、

“三老四严"、岗位责任制等优良传统和有效做法。在新形势下，

要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执行，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扬“两论"起家基

本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党中央的指示同大庆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把发展

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紧紧围绕这

个中心，服从这个中心；贯彻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坚持

科学继承和勇敢创新相结合，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大力发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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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不断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依靠科技进

步发展生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创建双文明单位

活动，抓好基层建设，培养“四有"队伍，发扬“爱国、创业、求实、

献身”的企业精神；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

根据党的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市委提出了大庆在新

时期的发展目标，这就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再找一个大

庆油田，在原油五千万吨稳产再十年基础上努力延长稳产期。加

快发展石油化工和替代产业，继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龙

江振兴、国家富强做出新贡献”o预定到1990年，全市社会总产

值达到127亿元，财政上缴46亿元；到本世纪末，社会总产值达

到160～180亿元。石油工业，到本世纪末新增石油地质储量10一

15亿吨，天然气1000--2000亿立方米；年产原油五千万吨稳产到

1995年，力争更长时间。石油化工，“八五"期间30万吨乙烯三期

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原油加工能力达到780万吨，年产值达到45

亿元，上缴利税19亿元。替代产业，1990年产值达到5亿元，到

本世纪末实现20亿元，使其逐步成为大庆第三个经济支柱。其它

各项事业都将有更大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将进一步得到改

善。目前，这个目标已经变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

正团结一致地为之奋斗o

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我们对大庆的发展充满信心。全市人

民要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为大庆经

济和社会发展谱写新的篇章，为龙江振兴、国家富强做出新的贡

献o
．

198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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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

求是和科学分析的态度，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的

体例"，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o

二、本志各部分内容不划统一上限，下限断至1985年。

三、大庆市原是政企合一管理体制，本志在记述上911985年

前大庆市行政区划和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现实的事物为主。有

些内容也涉及到石油开始勘探地区的一些事物。对在本市内的中

直企业、省直企业和非市属单位的情况也含在志书之中。

四、全志共设25篇，篇内设章、节～目。志首列有<序言>、

<凡例>、<总述>、<大事记>，志末附有<附录>o本志以总述为纲，

以<大事记>为经，以各类专志为纬。其内容按先自然，后社会，

在社会类中按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等顺序排列。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体裁。根据内容

需要，宜纵则纵，宜横则横。宜用文辞表达的，则用记、志、传、

录，宜用表图说明的，则绘表制版，以求文图并茂，引入入胜。

六、遵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和详独略同的原则，本志重点

记载1960年大庆油田会战以来26年的历史，突出地方特点。

七、对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本志不设专章

作集中记述，确属需要记述的情况，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篇、

章、节中。

八、为追本溯源，综述始末；充分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等

方面发展概况，故在<地方工业>、<农业>、<教育>各篇均冠以“综

述"，其余各篇前冠以无标题前言或小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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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物记载贯彻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者不以职务高低区

分。而以对社会和人民的态度、贡献为标准，以表扬献身革命事

业的烈士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领导干部、模范人物及社会贤达。记

入烈士英名录的是在本地牺牲和本籍人在外地牺牲的革命烈士。

十、本志在行文中，除摘引少部分文言文原文外，一律用语

体文、记述体。

十一、本志在时间称谓上，解放前、后以1946年3月15日为

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限。为反映

历史进程，解放前均以朝代纪年为主，括号内注明公历纪年，解

放后使用公历纪年o

十二、本志所用数字，以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国家语委"

等七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除习惯

用汉字表示者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十三、在人物称谓上，除引文外，直书其名，不加任何褒贬

之词。为反映某一历史事实，必要时加职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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