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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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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
的千秋大业。鸡西地区开发较晚，在历史上从无志书，编纂好《鸡西市

志》，以资政当代，留传后世，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义不容辞的
责任。

《鸡西市志》的编纂，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5
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修志工作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深入调查，广征资料，
考证鉴别，精心设计，伏案疾书，精雕细刻，6’次增删，终于使这部具有
鲜明时代特点和浓郁地方特色的《鸡西市志》出版问世，填补了鸡西
历史上尚无志书的空白，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鸡西是黑龙江省东南部一座以煤炭等基础产业为主的新兴工业
城市。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得天独厚，气候条件优越，是人类生

息、繁衍的佳境。距今6 000年前，满族人的先民——肃慎人就在这里
生息，开创鸡西的历史。元朝至大年间，女真人(肃慎人改称)发现煤
层。明朝永乐年间，女真人开始小批量采煤。民国初年，袁大璋建成第
一座正规矿井。鸡西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聪明才智和奋进不
息的精神，创造了一代又一代辉煌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在推动我们
中华民族历史的前进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1933年，El本侵略者侵占鸡西地区后，鸡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壮烈
的诗篇。“九·三"抗战胜利后，鸡西各族人民不负中共中央东北局的

期望，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把鸡西建设成为东北工业基地和可靠后方
的伟大斗争中去，积累了土地改革、接收矿山、搞矿山民主改革和恢

复矿山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经验，为全国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鸡西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二个百废待兴的矿区建设成为我国重要
的能源基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鸡西各族人民按照市委、市政
府制定的“立足资源，全面开发，依托煤炭，多元发展"的战略思想和
“三转两开①，振兴鸡西"的战略方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④ 。三转两开”：“三转”即煤炭转化，经济转轨，城市转型；“两开”即开发，开放。



鸡西市志

点”的基本路线，在着力解决发展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热点”和“难点"
中，万众一心，奋力拼搏。短短几年，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发

展，城市面貌El新月异，城市功能大大增强。昔日一个贫穷落后、人口
稀少的丙等县，如今成为黑龙江省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
交通枢纽。半个多世纪以来，鸡西各族人民谱写的壮丽诗篇，许多志
士仁人创造的光辉业绩，历史留下大量的珍贵资料，以及丰富的历史
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我们去记载、辑存和总结。这个历史的

重任由《鸡西市志》承担起来，几经艰苦耕耘，已修成辉煌巨著。在此，
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鸡西市志》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据事直书半个多世纪
鸡西各族人民在同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创造的光辉历史。全书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准确、客观地反映

了鸡西社会、城市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既详细地记载了各行各业的
发展沿革，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名垂史册的英雄人物，丰富多
彩的风俗民情，以及党领导全市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业绩，又

恰如其分地记载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应吸取的教训。称
得上是一部“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
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
有时代特色的"地域性百科全书。其“资治、教化、存史”的价值，绝非
数字和金钱所能估量的。

《鸡西市志》的出版发行，为我市各级领导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市
情、区情、县情，可作为我们振兴鸡西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决策时的借鉴和依据，也为国内外、省内外各界人士认识鸡西、了
解鸡西、参加开发建设鸡西提供高密度、大容量的信息。同时，也是对

全市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最生动、最富有说服力的乡土教材。我希望全市人
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科学工作者和肩负教育下一代重任的教师
们，都读一读《鸡西市志》，每人案头一卷，充分利用，大有益处。我深
信，《鸡西市志》必将在建设经济繁荣昌盛，政治安定团结，人民安居

乐业，精神‘高度文明，法制切实加强的美丽、繁荣、整洁的新鸡西中，
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愿《鸡西市志》成为关心、热爱鸡西的人们的良师益友。

o．●
市长 ／抄永乞

’’



凡 例

凡 例

一、《鸡西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中共鸡西市委领

导、鸡西市人民政府主持，实事求是地记述鸡西市的政治、经济、文 ．

化、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尽量反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

就，努力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记述事物时限，上限一般在1906

年，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追溯；下限截止1985年。为尽力反

映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些章节下延至1987年。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是鸡西市区。行文中出现的“全市"指
‘。’

市区。1983年10月实行市管县领导体制后，记述的内容包括鸡东县

时则加说明，不加说明的仍然指市区。

四、本志分上、下两卷，共41编，编内设章、节、目。编首设

“概述’’，章下不设序。一般以节为基本编写单元，个别节以目为基本

编写单元。按照“事以类从"的原则，横分门类，纵述历史，有横有 ·

纵，纵横结合。 ．

五、本志的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以专志为志

书的主体，图、表分别附在各类专志之中。照片集中在上、下卷专志
前面，附录排后。

六、本志记述的地名、机构、官职均依当时称谓。地名除必要用。
’

历史名称(注明今名)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七、本志的历史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全称。

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注明朝代年号。

八、本志所记各类统计数字，凡全市性的总量统计，以市统计局

’公布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或单位的统计数字，一般以单位统计部门

的核定数字为准。

九、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采用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史料中的

旧计量单位，凡有确定换算值的，均换算成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志数字的书写，一律按1987年2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9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鸡西市志

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7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执行。

十一、本志统计数字的书写，采用通行的3位分节法，4位和4

位以上的数字，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的位置。

十二、本志人物传、录、表以“生不立传’’为原则。立传人物以

对鸡西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也收入个别反面人物。立传人物

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
’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广泛，经考证鉴别后载入，除必要者外，一

般不注明出处。
‘

，o。o《㈣缓缓～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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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孙永亮 ．

副主任刘继民 武贵发 刘永斌， 顾守信‘宗同昌 郑国祥

符凤春 关仁广 杨有志 ．

委 员朱云武 翟增仁 王希和 洪波 丛培翔 ，张振山

谭永辰， 郭勇 周立富、赵德举 ．孙庆轩 曹旭东

杜全生 刘宝库 罗树忠 王德林 方玉琢

特邀审．稿

梁滨久 梁文玺 时永发 陈国山 殷蔚然
：

●

’

鸡西市地方志办公室人员

主 任杨有志

副主任罗树忠 王德林

工作人员朴实 曲凤琴 范洪儒 任志学 徐惠仙 苏文君

《鸡西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罗树忠 · ·
。

副主编李荐 杨有志 陈修西 王德林 关仁广

责任编辑刘洪书 张占超 马鸣 朴实 ．马俊山，艾杰

方玉琢 任志学 范洪儒． 于九君 郑守信

送审稿校对曲凤琴 徐惠仙 苏文君 ’ +

责任校对罗树忠 杨有志 ，。

，

·

． ；．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审定稿人员

王会元 梁文玺 关华 柳成栋 孟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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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机构队伍⋯⋯⋯⋯⋯⋯⋯⋯⋯⋯⋯⋯⋯⋯⋯⋯⋯⋯⋯⋯⋯⋯⋯⋯⋯⋯

第二节管理体制⋯⋯⋯⋯⋯⋯⋯⋯⋯⋯⋯⋯⋯⋯⋯⋯⋯⋯⋯⋯⋯⋯⋯⋯⋯⋯⋯

第三节计划编制⋯⋯⋯⋯⋯⋯⋯⋯⋯⋯⋯⋯⋯⋯⋯⋯⋯⋯⋯⋯⋯⋯⋯⋯⋯⋯⋯

第四节计划执行与监督⋯⋯⋯⋯⋯⋯⋯⋯⋯⋯⋯⋯⋯⋯⋯⋯⋯⋯⋯⋯⋯⋯⋯⋯

第二章统 计⋯⋯⋯⋯⋯⋯⋯⋯⋯⋯⋯⋯⋯⋯⋯⋯⋯⋯⋯j⋯⋯⋯⋯⋯⋯“

第一节机构队伍⋯⋯⋯⋯⋯⋯⋯⋯⋯⋯⋯⋯⋯⋯⋯⋯⋯⋯⋯⋯⋯⋯⋯⋯⋯⋯

第二节报表制度⋯⋯⋯⋯⋯⋯⋯⋯⋯⋯⋯⋯⋯⋯⋯⋯⋯⋯⋯⋯⋯⋯⋯⋯⋯⋯⋯

第三节统计调查⋯⋯⋯⋯⋯⋯⋯⋯⋯⋯⋯⋯⋯⋯⋯⋯⋯⋯⋯⋯⋯⋯⋯⋯⋯⋯⋯

第四节统计分析⋯⋯⋯⋯⋯⋯⋯⋯⋯⋯⋯⋯⋯”⋯⋯⋯⋯⋯⋯⋯⋯⋯⋯⋯⋯⋯·

第五节统计监督．．．⋯⋯⋯⋯⋯⋯⋯⋯⋯⋯⋯⋯⋯⋯⋯⋯⋯⋯”⋯⋯⋯⋯⋯⋯⋯·

第三章劳动管理⋯⋯⋯⋯⋯⋯⋯⋯⋯⋯⋯⋯⋯⋯⋯⋯⋯⋯⋯⋯⋯⋯⋯⋯⋯“
第一节机构队伍⋯⋯⋯⋯⋯⋯⋯⋯⋯⋯⋯⋯⋯⋯⋯⋯⋯⋯⋯⋯⋯⋯⋯⋯⋯⋯

第二节劳动力管理⋯⋯⋯⋯⋯⋯⋯⋯⋯⋯⋯⋯⋯⋯⋯⋯⋯⋯⋯⋯⋯⋯⋯⋯⋯⋯

第三节劳动就业⋯⋯⋯⋯⋯⋯⋯⋯⋯⋯⋯⋯⋯⋯⋯⋯⋯⋯⋯⋯⋯⋯⋯⋯⋯⋯⋯

第四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五节职业技术培训⋯⋯⋯⋯⋯⋯⋯⋯⋯⋯⋯⋯⋯⋯⋯⋯⋯⋯⋯⋯⋯⋯⋯⋯⋯

第六节工资、津贴、奖励⋯⋯⋯⋯⋯⋯⋯⋯⋯⋯⋯⋯⋯⋯⋯⋯⋯⋯⋯⋯⋯⋯⋯

第七节劳动保险⋯⋯⋯⋯⋯⋯⋯⋯⋯⋯⋯⋯⋯⋯⋯⋯⋯⋯⋯⋯⋯⋯⋯⋯⋯⋯⋯

第八节劳动保护⋯⋯⋯⋯⋯⋯⋯⋯⋯⋯⋯⋯⋯⋯⋯⋯⋯⋯⋯⋯⋯⋯⋯⋯⋯⋯⋯

第九节矿山安全监察⋯⋯⋯⋯⋯⋯⋯⋯⋯⋯⋯⋯⋯⋯⋯⋯⋯⋯⋯⋯⋯⋯⋯⋯⋯

第十节锅炉压力容器监察⋯⋯⋯⋯⋯⋯⋯⋯⋯⋯⋯⋯⋯⋯⋯⋯⋯⋯⋯⋯⋯⋯⋯

第四章工商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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