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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现任领导人合影左起t副局长黄点植、党委书记兼局长王玉武．党委副

书记于腥录．副局长于廷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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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南森林经营局经营区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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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任局党委成女合影．前排左起I田秀兰．于最禄，王玉武，王责君·

后排左起t孙大魁，郑贵兴，于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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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编志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王玉武

副组长刘玉珊于殿录于廷君

成员 邵德林 田秀兰林玉盛

局志 编

责任编辑刘玉珊

主 编杜成志

编 辑周国祥

缮-写王彦昌

写人员

李克贤

刘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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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地区，不但在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在自山黑水之向的森林资

源，也是十分昌茂的。索有矗绿色宝库，，之称。

东北森林，古称“窝集，，(通古斯语，林海之意)。我们的祖先，早知森林为用最

广。据《周礼》所载“森林固堤也，消水早也，除疠疫也⋯⋯"。的确，森林对国计民

生，关系极为密切。

但自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腐败，内政失修，外敌入侵。

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接踵而来，霸占领土，盗伐森林。不到一个世纪，东北森林资

源，损失大半。往昔涛涛的林海，变为濯涟的童山。某些有林地带，由密林变疏林，由疏

林变荒原。风沙起时，良田受袭，五谷减产，风雨失调。生态改观。

忆起旧中国的森林历史，实属悲惨。这些宝贵的森林资源，同祖国人民的命运一

样，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特别是日，俄两帝国主义

者，它们时而合谋受益，时而对抗争利，它们恃强凌弱，肆意践踏我国主权，致使我东

北广大地区的矿产和森林两大资源，遭到严重的掠夺和摧残。辉南大地宝藏，亦不能幸

免·如杉松岗煤田，曾列入日本帝国主义者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一。东边

道森林亦为其掠夺对象。

辉南县东南部山区，系长白山脉北麓，即长自山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气侯湿润，雨

量充沛，土质肥沃，植被丰盛。针阕叶混交林，葱郁苍翠，栉比鳞次。这也是大自然赋

予辉南县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正因如此，沙俄垂涎，日寇贪婪。这在本志的《概述

编》中，均有论述。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接臂了东北森林．艰苦奋斗，建设林区，振兴林业，是全体

林业职工的重任。纵观建国以后的森林经营历史，可分为六个阶段·

一，东北解放到建国初期(即1949到1952)为森林维护时期。这一时期党对林业的

方针政策·是确立林权，加强森林保护，清理林场。

二，1953年到1958年为恢复经营时间．这一时期，党对林业的方针政策s是封山育林。

组织森林经营和采伐机构。原辉南森林扶育采伐大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兰．1958年到1961年为极左路线干扰时期。这一时期大刹“共产风，，“大办钢铁黟

损害林木甚多，破坏了森林经营管理。

四，1962年到1966年为恢复整顿时期。党对林业的方针政策，象对其它企业一样，

均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挣。辉南森林经营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五．1967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十年动乱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各项事业，均

遭到惨重损失。

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为振兴林业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是排除“左"

的干扰，大搞林区建设，加强森林培育I合理采伐I综合利用，开展多种经营。为祖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辉南森林经营局本着这一方针政策，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

、；r



展望朱桌，发动全体职工，兢兢业业，为繁荣林区，发展林区而作贡献。

辉南森经局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虽是坎坷曲折，但应看到建局二十二年来，对森林

的全面发展和经营管理的改善，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可比拟的。我们是历史唯

物主义者，只歌颂党的革命事业，对个人不作或少作志述。因为党的每项事业都包含人

的因素，而人的活动，也都寄寓党的事业中，歌颂了党，也歌颂了人民。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均应吸取和改正。

我们编志人员，怀着无限的激情，编写这本专业志，目的是启迪当代，遗惠后人。

为此我们强调了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资料性。所以在一些章节里，’写进一些专业

知识，工作经验，历史资料和林区自然科学知识。虽属粗浅，尚可籍鉴。吾人欲知今

天，展望前程，就必须知道昨天和前天o

．．编志的经过，写在《编志始末》文内，这里不再陈赘。我们几个编志人员，水平有

限，兼又所学不多。但我们为此曾翻阅过一些有关资料，并邀请了在这里工作过的一些

老干部老工人'召开过十多次座谈会(其中包括走访各林场)。广征博采，去糟留精，核对

真实，归并类别，纂成此志。由于时间紧迫，加上水平不高，错误和疏漏之处，定能不

少。敬乞广大读者和有关领导指正和赐教，以资改进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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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纪事，共分八编，以编立章，分节叙事。全志文字加图表数字，四十万字。

二，因系专业志，是以森林经营演变和林业专门知识为主。又本着矗古为今用"详

今略古的原则，对有关历史性资料亦有所纪。上限尽收所知，下限写到1984年末。

三，本志所用图表数据，均以编志所需征询局有关单位提供绘制。

四，本志所用朝代年号：建国前均加公元对照，如q青道光二十年(1ipl840年)，建国

后只用公历年分书写。但不简化如“1983年，不写83年"凡公历年，月，日，一律采用

●阿拉伯数字(12345⋯⋯)表示。凡世纪年代及夏历年、月、日，一律采用汉字(一

二三四五⋯⋯)表示。

五，本志所用统计数字，分别用数字和阿拉伯汉字写出。但个位数用(一=兰四五

⋯⋯)写出I两位以上数字用(1 2 3 4 5⋯⋯)书写。百，千．万，亿等整数用汉字

书写，如“五千”， “七万”“九亿"等等。习惯用语中的数字或成语中的数字以及专

门名称用数字，均采用汉字表示如“星期三”“五四运动”“三国两晋，，“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一举两得，，“六六六粉’’等等。

六，本志所用的度量衡单位，一律采用全国通行的公制或市制为准。

1，长度采用公里，米，厘米，毫米。

2．重量采用克，升．公斤，公两。

3，面积采用平方米，平方公里，公顷，但在特定场合，亦有用“市亩”来表示

单位面积的。 ·

4，体积容积采用立方米。

七，本志涉及人物，一般只写姓名，不加其它称呼(如同志等)有的采用了职称如

“王玉武局长．刘玉珊副局长"等等。由于机构变革和人员更迭频繁，加上资料不全，

对某些地方和人物，难免有错漏之处，但我们尽到最大努力，核兑真实，力求少错或不错。

八，关于历史朝代名称，按编志规定，不加形容阋，如写旧政府机构时，是什么名

称就写什么，不冠“敌伪”二字。但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的傀儡政权除外。

九、对反面人物和反动机构所用名称，除群众习惯用语外，一般不用“日寇’’“洋

鬼子"之类的称呼。只用“日本侵略车”或“外国侵略者”。又如“满清”只写“清

朝”等等。

十，习惯用的“解放刀前后，不确切，一般均写成“建国前后，，。又有些省略名

称，恐年久，人们容易模糊不清，不用简称，如“林彪，四人帮”都写成“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四化，，都写成“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或简称“社会主义现

代化”。对本局称谓，除志名称《辉南森林经经局志》外在各编章节中，称“辉南森

经局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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