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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齐齐哈尔市志稿·农业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体例结

构、记述范围、行文规范等，均按《市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则》执行。

二、志稿的篇目采用条目式结构，根据市区农业发展规律和特

点设置：农业机构、农业管理、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结构、经济效

益、农业科技6个宏观条目和农用土地、农业气候、水利建设、农

业机具、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乡镇企业、国营农牧企业

十大类，总共72个条目，各条目下设若干子目。条目为记述实体单

位，前后加鱼尾号一～“【】"。

三、志稿结合记述内容的需要，插配有关图和照片。

四、志稿记述的空间范围，限于齐齐哈尔市区，不含地市合并

后的市辖县。为便于记述，市区农村一律简称为市郊。

五、志稿记述内容本着详今略古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重点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历史和现状，尽力体现

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六、志稿的断限，由于各项事业发展时间和特点不同，均以各

自的发端为起始，下限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断至1985年。

七、志稿中涉及到的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但根据需要有的

同时注明职务和职称。机关单位名称都用全称。地名均以《齐齐哈

尔地名录》为准。

八、志稿中所用的数据，主要以市统计局为准，但统计局年鉴

未收入的，均以各局和有关业务部门的数据为准，有的已加上附

注。有关计量单位均执行国家统一规定。



概 述

齐齐哈尔市区坐落在松嫩平原西北部，辖龙沙、铁锋、建华、富拉尔基、昂昂溪、

梅里斯达斡尔族自治区和碾子山7个县级区，总面积4，365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47．2米，

土壤肥沃，地势平坦。齐齐哈尔市郊有土地637万亩，占市区总面积97％。城乡面积比为

1：33，在我国众多城市中较罕见。市区气候属中温带，具有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降水量年平均为423．5毫米。春季气温回升快，多风少雨，蒸发量强，导致10年中有6、7个

眷早年。夏季温热多雨，平均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69％，平均气温为21．1℃，雨热同

季，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秋季降水少，多晴天，有利于农作物的成熟和收获，但时

有早霜发生。市区全年无霜期136天，在此期问内≥10、C积温平均为2715．7℃，降水量

369．6毫米，日照达1362．7小时，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水、热、光照在同一时期内自然

优化组合，完全满足农作物一年一熟需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齐齐哈尔设黑龙江省城，城郊地域限齐齐哈尔城垣范围

。民国时期(1937—1945年)城郊地域只有五家屯、炮台屯和北郊屯三个村子。民国37年

(1948年)市人民政权建立后，原属龙江县管辖的海伦浅、万善会(今明月岛)、宛

屯、芦屯、十五里屯、船套子、小民屯、后高头村、东四家子屯、珠尔金村、尼其坤

屯、西四家子屯、樊屯、大户屯等15个村屯，面积233．45平方公里的地域划归齐齐哈尔

市，城郊面积有了扩大。1951年，省政府又把龙江县的榆树屯、崔门屯、三岱屯，大道

三家子村、大民屯、衙门村、水师营村、小巴虎村、查罕诺村、哈拉乌苏村、大阿拉街

村、小阿拉街村、大五福玛村和富裕县六区长沟村的东官地相继划入齐齐哈尔市，市郊

地域扩展到422平方公里。1954年；．原属龙江县的富拉尔基街、昂昂溪镇、梅里斯达斡

尔族区和七区、八区、九区、十区等59个村109个自然屯，面积约3，509平方公里划入齐

齐哈尔市。1958年，嫩江专员公署直辖的华安人民公社，面积357平方公里划入齐齐哈

尔市。至1985年，市郊地域达到4，246平方公里。

齐齐哈尔市农业资源丰富。市郊拥有耕地231万亩，占市郊总面积的36．3％，集中

连片，水源充足，便于机械作业和农田水利建设；有林地31万亩；有草原231万卤，其中

优质草原130多万亩，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优良草场和放牧地；有苇地30万亩。市效地

域内有一江六河(嫩江、乌裕尔河、音河、雅鲁河、阿伦河、库勒河、二沟河)流过，

还有大小湖泊泡沼760多个，地上和地下水资源丰富，水域面积共27万亩，占市郊总面积

的4．2％，为发展航运和渔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齐齐哈尔市6个城区都分别管辖1—3个农业乡，生产以菜为主，同时发展其它副

食品，成为城市近郊的蔬菜、禽蛋、鲜奶、渔业生产基地。中远郊梅里斯农业区，管辖

8个乡，总面积1，948平方公里。盛产大豆、小麦、水稻、玉米、高粱和甜菜、葵花、马

铃薯、西瓜、亚麻等经济作物以及肉类、鲜奶、羊毛、皮张等畜产品，成为粮食、副食

品和轻工原料基地。19854F，市郊共有22个乡、216个村民委员会、304个自然村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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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46户，农业人口29万，占市区城乡总人口126万的23％。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招民户开垦省城附郭地，城郊蔬菜生产达到一定规模。育

牧业也有长足发展。耕畜是农业种植主要动力，饲养猪禽已成为重要家庭副业。当时嫩

江水域渔民捕鱼技术已有很大进步，年辅鱼量达30多万公斤，江产名鱼鳌花曾列为朝廷贡

品。民国元年(1911年)后，民国政府为发展农业，对黑龙江实行移民“自由垦边”政

策。齐齐哈尔城内设立“垦户招待所”，加速了井齐哈尔附近农业的开发。“九‘一

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侵略者派来“开拓团”，强占近禄

耕地66，508fF，实行“粮谷出荷”，野蛮搜刮。㈣对官僚、汗奸、地主霸占兼并农

田，大批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日伪统治者的佃户，城郊农业生产凋敝萎缩。民国30年

(1941年)，粮豆平均|茸产仅有45公斤。民国34年(1945-11；)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

113J齐齐哈尔市建立人民民主政权。1946年，市郊进行反奸清算斗争，清查没收日伪及

汉奸恶霸土地，无偿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1947年11)1根据t¨∈中央发布的《中国土

地法大纲》，齐齐哈尔市郊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占农村人口80％的农民分得

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粮食和衣物等生产生活资料。从此，市郊农村彻底废除封建

土地制度，土地分给农民所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广一大农民成为主人。生产关系变

革带来生产力的解放。1949年，粮食亩产提高到50．5公斤，猪存栏达37，715头，马存

栏达15，547匹，奶牛存栏达744头，黄牛存栏达16，802头，羊存栏达1，482只，水产品

产量达54万公斤，市郊农、牧、渔三大产业均有较快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市郊农业生产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三年恢复时期(1950一1952

年)，市委、市政府及时引导翻身农民建互助合作道路。到1952年，72％的农户参加了

互助组。组缪起来的农民，积极参加爱国：{三生运动，春、夏、秋三菜增产，平均亩产达

800公斤，粮食获得丰产，平均亩产达66．7公斤。

1953年，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5年市郊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1956年1月黑龙江省委发出《关于发展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仅一个多月ti,j‘问市郊初级农业合作社便全部过渡到高级农业合

作社，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 ．

1957年， “一五’’汁划顺利实施。市郊畜牧业和渔业生产有较大幅度增长。与1949

年相比，猪存栏5．39万头，增长42．97％；马存栏2．24万匹，增长44．5％；奶牛存栏

9，825头，增长2．8倍；羊存栏12831只，增长7．6倍，蛋鸡存栏26．77万只，增长3．6倍。

水产品产量达318J7公斤，增长4．9倍。菜、肉、蛋、鱼、乳等主要副食品生产都有一定增

长，但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辽宁几家大工厂迁入齐弁哈尔，城市人口猛增，市场副食

品供不应求，商品菜不足城市消费量的30％。同年8月，市委做出“改组郊区农业生

产。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决定。市人民委员会制定了副食品生产五年规划，明确

市郊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并提出“把齐市郊区改变为蔬菜、肉蛋、鱼米、瓜果

之乡”。1958年，通过调整生产布局，菜田面积增加到14．4万卣，商鼎菜突破1．25亿

公斤，西‘次实现蔬菜!E产自给有余。当年，党tf，央在全翻范围发动“大跃进”运动，又

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市郊迅速掀起建：归“人民公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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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1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1个以全民经济为主体，以国营大工厂为轴，城乡、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由于“大跃进”指导思想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刮起贫富队拉

平，无偿调拨生产队的土地、劳力和物资的一平二调“共产风”，随之发生瞎指挥，浮

夸风、穷过渡和高指标、高征购等错误，侵犯集体经济利益，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市郊农业陷入困难的境地。1961年，市郊蔬菜播种面积虽猛增

到44．1万亩，但平均亩产仅有577公斤，比1958年减少709公斤，下降55．13％，粮豆

平均亩产降到36．5公斤，I=L1958年下降36％，畜牧业生产受至i；严重挫折。养猪存栏减少

22．8％。蛋鸡存栏减少51．8％。市场副食品供应出现全面紧张。城市全年人均供应猪肉

只有0．6公斤、鸡蛋0．15公斤。

1962年，贯彻q-，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

在农村各项政策，市郊调整生产布局，减少中远郊菜田，集中力量加快近郊商品基地建

设。到1965年，建成龙沙、建华、铁锋、大民，富拉尔基、昂昂溪、华安等7个近郊公

社为主体的蔬菜生产基地，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根据当时城市楼房少、平房多、有庭院的条件，

利用城市制酒、酿造和粮米加工剩余的大量副产二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展城市居

民养猪养鸡，实行养猪定量供料和养鸡以蛋换料政策；，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到1965年末，市区养猪存栏达14．94万头，f=L1961年增长209．4％，其中有9万多头

是城市居民饲养的。蛋鸡存栏发展到54．85万只，其中城市商品养鸡户达6，OOO户，饲养成

36万只，占成鸡总存栏数的65．6％。并且不用国家投资，商品率高。当年，向国家交鸡售

商品猪14．19万头，比1961年增长55倍，交售商品鲜蛋202．3万公斤，比1961年增长14倍。

城市肉蛋敞开供应。年人均供应猪肉11．3公斤，鲜蛋2．6公斤，分别比1961年增长18倍。结

束依靠省外鲜蛋历史，还连续两年向苏联出口鲜蛋32．5万公斤。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市郊搞“以阶级斗争为纲”， “割资本主义尾

巴”，限制集体经济发展多种经营，限制社员和城市居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取消农

村集市贸易，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市郊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到1969年，近郊蔬

菜播种面积连续三年锐减3万亩，下降到8．1万亩。马铃薯播种面积仅剩4．59万亩，蔬

菜商品量大幅度减少，养猪存栏与1965年相比，下降44．4％，养鸡存栏下降63．2％。城

市菜、肉、蛋等主要副食品供应又趋紧张。猪肉人均消费量降至3．8公斤，每人每月供

应半斤猪肉也难以维持。鸡蛋人均消费量降至1．95公斤。市区第二次实行肉蛋凭票定量

供应。1972年2月，市革命委员会分别组建蔬菜生产办公室和猪禽生产办公室(1975

年合并为副食品生产办公室)，对市郊副食品生产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同时，贯彻农业

√八字宪法”落实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抓菜、

肉、蛋、鱼、乳果生产。这些努力，减缓了“文化大革命"对市区农业造成的损失。到

1975年，近郊菜田面积增加到12万亩， “三菜”总产量达到3．79亿斤，城市蔬菜供应好

转。畜牧业生产也开始回升。养猪恢复到11．96万头，交售商晶猪5．37万头，分别比

1969年上升43．9％和24．9％。这期问，市委、市革委会刚“解放”站起来的老干部章林、

孙韬、黄生、李友棠等冒着重新被打倒的风险，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使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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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农村四级科普网，有5，000多人参加农业科技活动。1981年，市郊开展农业科技人员职

称评定，共晋升技术人员372人(其中中级职称117人，初级职称255人)。1983年，经

过考核，市人民政府批准授予农民各种技术职称799人，形成有实践经验的农民科技队

伍，农业科技实用生产技术入户率达到70％，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匣著。到1985年，已

有蔬菜、园艺、农机、养鸡、水产5个研究所、3所农业技术学校(农业机械化行校、

农业广播学校、农牧学校)。农业科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有各类农业科技人员535人

(其中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129人、初级职称405人)。从1977--1985年，共有218

项农业科技成果获奖，其中获国家级奖19项，省(部)级奖84项，市(厅)级奖123

项。

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到1985年，市郊农业总收入达17，558．8万元， 人均收入

，§l生正元，比1978年捉高3．9l倍。 “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年递增31．8％，特

别是后3年，人均收入每年增加1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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