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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 r砉

爱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强烈地反映着中国人民遭受侵略、凌辱和灾难的名字。

爱辉县是我国北部边疆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辽阔的黑龙江流经她的北部和东部，

森林覆盖的小兴安岭，由北而南贯穿她的西部。这里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河流纵横，

林木繁茂。

黑龙江流域，有史以来一直是我国满族祖先居住的地方。公元前十一世纪，名为肃

慎的部族臣服于西周、汉、唐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对这个地区实施着有效的治理。清初，

这里居住着满、汉、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他们在黑龙江两岸辛勤劳动，开

垦和建设自己的家园，共同肩负着保卫祖国的重任。

沙皇俄国久巳蓄意侵略我黑龙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300年前，我国军民经

过两次雅克萨自卫战，赶走了沙俄侵略者，以《尼布楚条约》正式划定了中、俄两国国

界。为了建立俄国的世界霸权，历代沙皇政府从不停止对外扩张。130年前，沙俄再次

武装入侵，1858年，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瑗珲条约》，割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60多

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中俄共管打。这部

分。共管地方”两年后又全部被沙俄占去。恩格斯当时指出s俄国插手第二次鸦片战

争， 茹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以外黟，还。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

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沙俄参加侵华联军，同时单独出兵攻占我东北各主要城

市，在爱辉地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杀我千万

同胞，焚毁我爱辉，黑河两城。列宁当时曾痛斥侵略者： “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

种犯罪的政策。"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

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欧州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

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刀 。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爱辉地区又成为日本关东军对抗苏联的前沿

阵地，各族人民遭受亡国之苦，生活子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人民始终不屈服于外敌的侵略和统治，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爱辉各族人民曾

同义和团和爱国清军配合，多次与沙俄侵略军浴血奋战，只是因为得不到腐朽的清政府

的支持而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爱辉境内一再打击日本殖民统治

者，他们的斗争成为东北人民彻底解放的先声。 、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完全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德，意伙

伴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伟大转折点。．爱辉成为东北境内最早解

放的地区之一。，1945年初冬，中国共产党派遣以王肃为首的一批干部开辟黑河地区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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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有幸短期担任爱辉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参与这个转折时期的斗争一肃清日
伪残余，清剿国民党土匪，恢复工农业生产，安排群众生活。

四十年后，为讨论《爱辉县志》，我再次来到这里。我十分高兴地发，现历经苦难的

爱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统计。全县人口巳由初解放时的大约5万增长到13．6万，

农业总产值巳由1949年的860万元增长到1983年的5，740万元，工业总产值。更由194了

年的708万元增长到1983年的5，496万元，农村入均收入，1983年达到465元。这在全国

也是比较高的。县里已经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正向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前进。文

化、卫生、科技事业都有很大发展，特别可喜的是人们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69岁一一这

是走向富裕和幸福的象征。

我们可以期望，爱辉的建设今后一定会更快、更好。因为我们的党已经纠正了一个

时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正在领导全国入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奋勇前进，也因为我国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正在争取有一个长期睦邻友好的北方邻邦。

值此反侵略战争胜利结束四十周年之际，为祝贺((爱辉县志》出版，写这篇短文，回

顾了沙皇俄国一部分侵略史，意思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我子孙后代永远反对霸权

主义，既反对别国的霸权主义，自己也绝不搞霸权主义．昔日的沙皇俄国，现在是经过

十月革命的苏联。列宁故乡的苏联人民，是反对霸权主义、同中国人民有深厚情谊的·

愿爱辉人民同一水相隔的苏联人民友好团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为各自国家的社会主

义建设努力奋斗。

肖 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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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

一、本志各部分内容不划统一上限，下限断在1983年，个别内容到1984年。

二，1980年12月原爱辉县所属黑河镇、幸福公社，西岗子煤矿、东方红煤矿分出组

建黑河市，1983年又撤销爱辉县并入黑河市。本志记述的内容以现黑河市的行政区划

(即原爱辉县行政区划)发生的历史，现实的事物为主，有些内容也记述了历史上瑷珲

副都统管辖的“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现被他国占领的地区的一些事物。对在本县(市)

境内的非县属单位的有关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内容也含本志之中。由于本志

下限定在1983年，1980年至1983年市、县分设之时含黑河市内容。考虑爱辉历史久远，

本志取名为《爱辉县志》。

三、本志分《大事记))((自然地理))、《建置》、《农业》，《林业》、《工

业努、《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财政、税务、金融》、《工商，物

价、标准计量》，<(党政，群团》、《公安、司法》，《军事》、《外事》、《劳动，

民政，人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人口、民族、宗教，

风俗》，《人物》，共21编，志首列有《序言》、((凡例》，，(概述》，志末附有

((修志始末》及《地方文献简介>)。各编本着以类系事的原则，又设有章和节，节以下

一般以时间为序记述。

四，《大事记》的上限起于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军进驻爱辉并于此设置黑

龙江将军之时，所载大事为本县机构变更、重要会议和活动、重点工程项目，重大成就

及事件等。．

五，对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本志不作集中记述，散见于《大事

记》和有关部分之中。
‘

六，人物本着史家通例，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人在本地或外地，外籍人在本

地，对历史起推动或阻碍作用并有较大影响者，记入烈士英明录的是在本地牺牲和本籍

人在外地牺牲的革命烈士。 。

七、本县历史上，1913年(民国二年)，1921年(民国九年)曾修过两部志书。本

志对这两部志书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适当加以运用。‘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国家，省、地，县有关档案及国内外有关书刊以及采集的口碑

资料。为节省篇幅，档案和口碑一般没有注明出处，引用书刊之处在页末注明出处，以

资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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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法院⋯⋯⋯⋯⋯⋯⋯⋯⋯⋯⋯⋯⋯⋯⋯⋯⋯⋯⋯⋯⋯⋯⋯⋯⋯⋯⋯(4'66)

第一节机构⋯⋯⋯⋯⋯⋯⋯⋯⋯⋯⋯．．．⋯⋯⋯⋯⋯⋯⋯⋯⋯⋯⋯⋯⋯⋯(466)

第二节案件审判⋯⋯⋯⋯⋯⋯⋯⋯⋯⋯⋯⋯⋯．．．⋯⋯一⋯⋯⋯⋯⋯⋯⋯·(467)

第四章司法行政⋯⋯．．⋯⋯⋯⋯⋯⋯⋯⋯·’⋯⋯⋯⋯⋯⋯⋯⋯⋯⋯⋯⋯⋯(468)

第一节机构⋯⋯⋯⋯⋯⋯⋯⋯⋯¨⋯⋯⋯·：⋯h⋯⋯⋯⋯⋯⋯⋯．；．⋯一二(468)

’第二节调解工作⋯⋯⋯⋯⋯一⋯⋯．．．一⋯⋯⋯．．．⋯⋯⋯⋯⋯⋯⋯⋯⋯“．(469)

第三节法制宣传教育⋯·⋯⋯o⋯⋯⋯⋯⋯⋯一⋯⋯⋯⋯⋯⋯⋯⋯⋯⋯”(469)

第四节律师⋯⋯⋯·⋯⋯⋯⋯⋯“．⋯⋯吖⋯．．．⋯⋯⋯⋯⋯⋯“⋯．．一⋯⋯(469)

第五节公证⋯⋯⋯．⋯．．．_“⋯一一⋯⋯⋯一⋯一．．．⋯⋯⋯⋯⋯．．．⋯一⋯⋯(470)

第五章警察部队一⋯一一⋯⋯⋯⋯“‰⋯⋯．，．⋯⋯⋯⋯。⋯⋯⋯⋯⋯⋯(470)

：第一节建国前的警察部队⋯⋯⋯mj一⋯⋯⋯⋯⋯⋯⋯⋯”⋯一⋯⋯⋯．．．(470)

第二节建国后的警察部队⋯⋯⋯⋯⋯．．．_⋯⋯⋯⋯⋯⋯⋯⋯⋯⋯⋯⋯o·(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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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军事机构及驻军⋯⋯⋯一，⋯⋯⋯⋯⋯⋯⋯⋯⋯⋯⋯⋯⋯．．-⋯⋯”(475)

第一节清时期爱辉区域军事机构及军队部署⋯⋯⋯⋯⋯⋯⋯⋯⋯⋯⋯⋯(475)

第二节民国时期县内军事机构及驻军⋯⋯⋯⋯⋯⋯⋯⋯⋯⋯⋯⋯⋯⋯⋯(480)

第三节伪满时期县内军事机构及驻军⋯⋯⋯⋯⋯⋯⋯⋯⋯一⋯⋯⋯⋯⋯(484)

√第四节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武装的建立与发展⋯⋯⋯⋯⋯⋯⋯⋯⋯⋯⋯⋯(492)

第五节建国后爱辉县境内军事机构及驻军⋯⋯⋯⋯⋯⋯⋯⋯⋯⋯⋯⋯⋯(493)

’第二章战事⋯⋯⋯．．．⋯⋯⋯⋯⋯⋯⋯⋯⋯⋯⋯⋯⋯⋯⋯⋯⋯．一．⋯⋯⋯⋯⋯(494)
‘ 第一节沙俄波雅科夫的武装入侵⋯⋯⋯⋯⋯⋯⋯⋯⋯⋯一⋯⋯⋯⋯⋯⋯·(494)

一第二节沙俄哈巴罗夫的武装入侵⋯⋯⋯⋯⋯⋯⋯⋯⋯⋯⋯⋯⋯⋯⋯⋯⋯(496)

第三节爱辉军民参加的雅克萨之战⋯⋯⋯⋯⋯⋯⋯⋯⋯⋯⋯⋯⋯⋯⋯⋯(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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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沙俄穆拉维约夫的武装入侵⋯⋯⋯⋯⋯⋯⋯⋯⋯⋯⋯⋯⋯⋯⋯⋯

·第五节 。庚子俄难’’⋯⋯⋯⋯⋯⋯⋯⋯⋯⋯⋯⋯⋯⋯⋯⋯⋯⋯⋯⋯⋯⋯

第六节东北抗联在爱辉县的抗日活动和日伪讨伐队对

东北抗联的围剿⋯⋯⋯⋯⋯⋯⋯⋯⋯⋯⋯⋯⋯⋯⋯⋯⋯⋯⋯⋯⋯

第七节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解放黑河⋯⋯⋯⋯⋯⋯⋯⋯⋯⋯⋯⋯⋯⋯⋯⋯

第八节解放战争时期的剿匪斗争⋯⋯⋯一⋯⋯⋯⋯⋯⋯⋯⋯⋯⋯⋯⋯⋯

第三章 战备与人民防空⋯⋯⋯．．．⋯⋯⋯⋯⋯⋯⋯⋯⋯⋯⋯⋯⋯⋯⋯⋯⋯

第一节珍宝岛反击战后的人防战备⋯⋯⋯⋯⋯⋯⋯⋯一⋯⋯⋯⋯⋯⋯⋯

第二节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后的人防战备⋯⋯⋯⋯⋯⋯一⋯⋯⋯⋯⋯⋯⋯

第四章 民兵与征兵⋯⋯⋯⋯⋯⋯⋯⋯¨。⋯⋯⋯⋯⋯⋯⋯⋯⋯⋯⋯⋯⋯．．

第一节 民兵⋯⋯⋯⋯⋯⋯⋯⋯·：⋯⋯⋯⋯⋯⋯⋯⋯⋯⋯⋯⋯⋯⋯⋯⋯⋯‘

第二节征兵⋯⋯⋯⋯⋯⋯⋯⋯⋯⋯⋯⋯⋯⋯⋯⋯⋯⋯⋯⋯⋯⋯⋯⋯⋯⋯

第十五编外 事

第一章重大外事活动⋯⋯⋯⋯⋯⋯⋯⋯⋯⋯⋯⋯⋯⋯⋯⋯⋯⋯⋯⋯⋯⋯

第一节 《瑷珲条约》的签订⋯⋯⋯⋯⋯⋯⋯⋯⋯⋯⋯⋯一⋯⋯⋯⋯⋯⋯

第二节民国时期在黑河签订的中苏航政协议⋯⋯⋯⋯⋯⋯⋯⋯⋯⋯⋯⋯

第三节建国后在黑河召开的中苏国境河流航行例会⋯⋯⋯⋯⋯⋯⋯⋯⋯

第二章边境斗争⋯⋯⋯⋯⋯⋯⋯⋯⋯⋯⋯⋯⋯⋯⋯⋯⋯⋯⋯⋯⋯⋯⋯⋯

第一节沙俄对。江东六十四屯"的蚕食，迫害与江东人民反蚕食，

反迫害的斗争⋯⋯⋯⋯⋯⋯⋯⋯⋯⋯⋯⋯⋯⋯⋯”：⋯⋯⋯⋯⋯⋯

第二节 “庚子俄难"之后爱辉人民收复失地的斗争⋯⋯⋯⋯⋯⋯⋯⋯⋯

第三节民国时期爱辉人民索还。江东六十四屯"的斗争⋯⋯⋯⋯⋯⋯⋯

第四节 13伪时期苏，日在边境线上的派遣与反派遣斗争．．．⋯⋯⋯⋯⋯⋯

第五节1965年后苏联在爱辉边境的挑衅活动⋯⋯⋯⋯⋯⋯⋯⋯⋯⋯⋯⋯

第三章交涉与往来⋯⋯⋯⋯⋯⋯⋯⋯⋯⋯⋯⋯⋯⋯⋯⋯⋯⋯⋯⋯⋯⋯⋯

第一节民国时期与俄、苏的外事交涉⋯⋯⋯⋯⋯⋯⋯⋯⋯⋯⋯⋯⋯⋯⋯

第二节苏联红军在黑河实行军事管制以及黑河专署与苏联阿穆尔州政

府的交往⋯⋯⋯⋯⋯⋯⋯⋯⋯⋯⋯⋯⋯⋯⋯⋯⋯⋯⋯⋯⋯⋯⋯⋯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中苏对县境以内黑龙江一些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议⋯

第四节建国后黑河与苏联阿穆尔州间的友好往来⋯⋯⋯⋯⋯⋯⋯⋯⋯⋯

第四章侨务⋯⋯⋯⋯⋯⋯⋯⋯⋯⋯⋯⋯⋯⋯⋯⋯⋯⋯⋯⋯⋯⋯⋯⋯⋯⋯⋯

第一节建国前的侨民⋯⋯⋯⋯⋯⋯⋯⋯⋯⋯⋯⋯“⋯⋯⋯⋯⋯⋯⋯⋯⋯

第二节日本战俘的收容与遣返⋯⋯⋯⋯⋯⋯⋯⋯⋯⋯⋯⋯⋯⋯⋯⋯⋯⋯

第三节建国后的侨民⋯⋯⋯⋯⋯⋯⋯⋯⋯⋯⋯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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