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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政府志》是记述黑龙江地区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设立和不断发展完

善的过程，及其施政活动的一部专志。
。

‘黑龙江政府志》上自古代下迄1985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

上、下两篇，另有附录。

上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黑龙江政权沿革。该篇首先概括记述了黑龙

江地区古代各民族分布及地方民族政权组织的形成l从唐代开始，依次记述了

唐、辽、金、元、明各代在黑龙江地区设治情况；有清以降，详细记述了清代、民国、

沦陷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地区各种不同性质政权的更替，省级政权机关

机构设置、职掌变化、官员任免、制度演进、辖区沿革、施政举措及其对本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下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地方人民政府。该篇主要记述了1949

年10月至1985年12月的36年间，在各个历史阶段，黑龙江省(含建国初期的

原松江、黑龙江两省和哈尔滨市)省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及职掌，组

成人员的产生和变动，行政领导体制演变，所辖各级人民政府状况；以及省人民

政府在施政过程中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全省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附录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简历。主要记述1945年11月至1985年

12月期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含解放战争时期的五省一市民主政府和建国初

期的两省一市人民政府，以及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领导

人的简历。其中，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时期的副主任，凡为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

者，均未列入。．

《黑龙江政府志》是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

由省政府办公厅史志办公室编修的。从1984年初开始，经过学习摸索、收集资

料、拟定篇目、编写初稿、总纂打印、征求意见等阶段，历时10载，予1994年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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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此后，又逐字逐句进行了订正工作，于2001年最终定稿付梓。本志整个编

修工作前后将近18年。期间，先后有20多位同志参加了本志编修的相关工作。

其中，王培乐、王彩霞、朱明君、马振荣、戴玉玺等5位同志修志时间均在10年左

右，王培乐同志自始至终主持了本志的编纂和有关史志书稿的撰写工作。马振

荣、戴玉玺两位离休的老同志，从花甲之年到年逾古稀，一直参加了本志的编修

工作，为志书的最终成稿贡献了他们宝贵的夕阳余辉。魏国忠、辛培林两位史志

专家，欣然应邀，亲自撰写了上篇前三章的书稽，使本志大为增色。

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得到了省地方志办公室和有关专家的悉心指导。在本志付梓

之际，特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凿凿可据，力求全面、

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时，坚持修志人员与方志专家相结合、主编

负责制与众手成志相结合，尽可能地提高志书的权威性和学术价值，使之真正起

到存史、资治和教化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本志时间跨度从古至今达千效百年，历史资料难以搜集全面，加

之编纂人员知识水平所限，因此，志稿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志

专家和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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