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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地区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

名誉组长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赵林茂

李 英

王文志

赵洪彦

张建发

李鹏彰

李荫臣

盖长久

王兴有

张东友

程 波

吴 光

赵泽民

宫光宇

滕守君

范育松

刘洪喜

黎成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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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书记。_’j

地委顾问

行署专员

地委副书记

行署副专员

地委秘书长．

原行署秘书长

行署秘书长

行署副秘书长

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

行署人事局局长：。 r，

行署财政局副局长

原行署副秘书长

地区档案局局长

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地区档案局副研究馆员

绥化市志办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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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地区志》编纂人员

主 编 赵泽民
‘

副主编 宫光字 滕守君(常务) 刘洪喜 黎成修．

责任编辑 (接姓氏笔画)
’

刘安贞 经济师

刘洪喜 副研究馆员’
。

刘继强 编辑

张 伟 经济师

宫光宇 副研究馆员

赵德江 助理编辑

韩玉林 原副局长

滕守君 副编审

黎成修 副编审

资料员 吴冰玉 助理馆员
’

特邀编审 张向凌

省志办审稿人员 曹夫兴 王会元 梁文玺 柳成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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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地区志》的问世，是全区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绥化地区志》是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载全区范围内各个发展

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军事以及人物和自

然风貌等项内容的史料大全。他可以起到存史、借鉴、教育的作用。

。 是我们研究过去，规划和发展未来的重要依据。在当前深化改革和

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发展时期，《绥化地区志》的出版发

行，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研究乡

情、县情、区情，联系历史，结合现实，制定科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

略，加快全区腾飞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意义。
’

绥化地区的历史悠久，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1066年。在

3 000多年的历史中，全区各族人民经历了长期同大自然的斗争，

近代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斗争。特别是积极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情和伟大

的民族精神，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创造了值得称颂的光辉业绩。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

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拼搏进取，贡献了应有的力

量。
“

·

绥化地区位居黑龙江省腹部，是一个人口较多、自然资源比较

丰富的农业地区。在建国后40多年的发展中，虽然也经历过艰难曲

折，但就总体而言，始终以旧社会所未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带领下，经

过全区人民的努力奋斗，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日新月异，进入了历一^
史最好的发展时期。农村经济初步形成了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新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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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格局。近4年，粮食总产连续突破50亿公斤。乡镇企业实现了超常

规发展，畜牧业三分天下有其一，农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全区已成

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和奶牛生产基地。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全区已

形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地

方工业体系。到1 991年末，工业总产值已达35亿元，是1 949年的

l 20多倍。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是全国外贸出口生产综合基地之一。

科技、教育、体育、卫生、基地设施建设等社会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绥化地区确立了

“强区富民升位”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和到2000年实现两个“保三

争四"(国内生产总值保证翻三翻，争取翻四翻，人均收入保证3000

元，争取4000元)、一个“保四争三"(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省的位次

必保第四，争保第三)的奋斗目标。全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绥

化地区未来的发展充满无限希望，决心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下，进一步发扬“讲团结，做奉献，争上游．创一流”的绥化精神。齐心

协力，艰苦奋斗，为振兴龙江、振兴绥化、振兴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做出新的贡献。

，

1 F
乙夕

中共绥化地委书记 赵林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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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过五年的努力，《绥化地区志》出版了，这是我区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件大喜事! ．_。

《绥化地区志》是_部地方全书。他以浩瀚翔实的史料．为我们

展现了绥化地区历史发展的长卷。“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每一个

领导者都应认真阅读这本志书，从中可以了解绥化地区的历史沿

， 革，继往开来．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坚持党的
。

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民为本，自觉勤政、廉政，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本志书的“资政’’作用。．
‘

《绥化地区志》又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他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在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自解放以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历代杰

出人物为开拓山河所表现出来的战天斗地的拼搏精神，自强不息的

艰苦奋斗精神，坚强不屈、抵御外来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甘于奉

献的牺牲精神和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改革创新，大力

解放生产力的进取精神。总之，无一不展现着黑土地哺育成长起来

的英雄儿女的风采，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这对于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无疑是一个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对于

弘扬正气，激励后人，促进物质、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起到很大的作

用。
‘

《绥化地区志》更是一部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的资料书。

他不仅记述了绥化地区的过去，而且用大量事实充分反映了自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崭新的喜人的形势；不仅介绍了

全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并且较详细地反映了地下蕴藏的丰富资源。

可以说，绥化地区这块肥沃的土地，是百业俱兴、充满生机的土地，Z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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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育

是流光溢彩、藏金蕴宝的土地，是大有潜力，呼唤人们开发的土地。

通过志书的传媒作用，会让更多的人了解绥化，热爱绥化，贡献绥

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搞活、发展、振兴绥化经济。让绥化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几年来，参与编写《绥化地区志》的同志，严肃认真，尊重客观事

实，秉笔直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撰写本志书做出了无私的奉

献。他们这种工作精神是可贵的，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

绥化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王文志

曹



凡 例

一、本志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竹的高度统

，， 一。尊重史实，不虚夸．不掩过，略古详今．突出本地区特点．体现时代特色，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书以志为主，从实际出发，既要有重点，又力求反映全貌，是以类系

事，横排纵述，纵横结合，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

三、志书上限时闻．尽力向前追溯事物发端，不固定时间。下限时间断至

1990年末．个别的人和事，根据需要作了适当延伸。

四、文体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纪年1945年东北解放前采用中国历史习惯纪年，括号夹注公元纪年，

1945年东北解放后，。律使用公元纪年。
’

六、凡朝代、地名、机关、宫吏等，一律用当时的称谓，必要的注以今名。

七、为了节省篇幅，一般行文不注明出处，必要的说明，加在括号内。

八、本志书中的数字，以现辖区为主，以绥化地区行署统计局统计的数字

为准。

九、。大事记”编写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3

· 十、“人物篇”，凡本籍人和在本地区工作过的外籍人，对本地区或对全省、
’

金国革命和建设等起过重要作用和做出一定贡献的，经过认真审定的人物方

可入人物志。

十一、政治运动不单写，放在中国共产党绥化地区委员会领导的“重大政

治运动静一节里写。原则是要把一次运动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即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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