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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盛世修志修的传统，在浩如烟海的史

籍长卷中；地方志确是不可缺少的一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国泰民

安，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林业局志属地方志

中企业专业志，又与院墙式企业的专业志不同，它不亚于县志范匾，

谓之鬣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遵照上级指示，修志人员兢兢业业，
几度春秋，艰苦爬格，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林业局志奉献给林区人

们，可喜可贺·

苇河林业局是开发较早的林区，在1897年中东铁路动工开

始，这片露天一线的太古森林就有人以锯斧问津·历经沙俄、日伪

的践踏、掠夺·建国后始建林业局·近半个世纪来，为国家输送了

大量的良材美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个世纪以来，林区儿女生产、生活在这片林海之中，他们用

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智慧，描绘出了社会主义新林区的美好图景·为

了林区的新生和未来，许许多多革命建设者的忠魂壮骨长眠在林区

的青山绿水之中·在此之即，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

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新时代的林区儿女更加充满信心和宠

量，为之拼搏、溯古记今，一代信史·再一次为关怀和支持局志编

写的各界人士鸣谢，为编纂局志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意l

苇河林业局局长

李文达。

1991年12片



序．．：

<苇河林业局志》经过精心编写，现奉献给苇河林区的广大读

者。这是广大林业职工和修志工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是林业战线

科学研究的X．--丰硕成果，也是苇河林区研究过去、启迪当今、指．
⋯

导将来的宝贵资料，是全局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地阐述苇

河林区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建置沿革‘，’文化宗教等，以展示历

史的渊源、演变、发展过程。提供翔实的史料，实是资冶当今必不

可少的文化财富。《苇河林业局志>恰到好处的填补了苇河林区百

年之空白，这对于苇河林区过去的研究和在新形势下更好地继承和

发扬老林业前辈的光荣传统，树立治危兴林的信心，不断开创社会

主义林业建设的新局面，都将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苇河林区，置身于祖国的绿色宝库之中。本世纪初起，由于沙

、孽， 俄、日帝的践踏，大量森林林木资源遭到破坏掠夺，给林区人民造

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o·1946年8月19日，苇河解放了，苇河林区

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全林区人民在局党委的领导下，坚定信念，．

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在俄、日帝国践踏过的“废墟上弦重建家园，
a 很快恢复了生产。保障了人们的生活、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

争·新中国诞生，历史进程翻开了新的一页。自,1950年8月l旧

‘建局以来，无论是在“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中，还是在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

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严峻现实，苇河林区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方

针指导下锐意开拓，进行了森林经营方式、产品产业结构和企业经

营机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变林区单一的木材经营为以营林为基

础，综合利用、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新型林业企业。

编史修志是一项繁纷浩大的系统文化工程。苇河林区的史志前

无考本、今无借鉴，不仅时空跨越较大，年代久远，内容庞杂，而

且在撰写过程中要把握志书体例，遵重史实，秉笔直书，其难度是



很大的·从事志书编纂的同志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的责任

感，四处奔波、考证采访，八方调查、抢救口啤，搜集到了大量的
历史资料，分门别类认真整理，去伪存真分头编写，付出了艰辛的

劳动。上级部门和领导对这项工作也给予了莫大的关怀与支持，林

业总局、管理局有关领导和同志的支援，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感
谢和深深的敬意。

《苇河林业局志》全面地记述了苇河林区自有人涉足于此以来

近一个世纪的方方面面的历史全貌，共分为十二编、内容丰富，体

现了历史的真实性和系统的完善性，对每一段历史的全貌，每一个

资料的内容都经过了深入的考证查实，反复推敲，而且有突出的地

方特色。全书着重记载了建局后各个时期的变化和发展，记载了林
区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记载了对本林区建设做出较大贡献的

典型人物。展叙了苇河林区从无到有、从远至今发展的全过程。本

书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绘制着时代的风云，回荡着改革的足音，它

的出版为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提供了难

得的生动教材。：。

《苇河林业局志》在大锅盔山下，苇沙河岸边为苇河人民坚起
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让我们继承和发扬老林业前辈的光荣传统

和作风，团结奋斗，求实创新，用辛勤的双手去创造苇河林区更加

美好的明天o ．

苇河林业局党委书记

陈永昌

1991年12月



凡 例

一、<苇河林业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以新的观点、方法、利用史实资料和档案材料。

秉笔直书，翔实地记述了苇河林业局各个时期的自然、社会及林业生产的发展

变化情况，为苇河林业局近一个世纪来的一代信史。

二、本志书上限始于1885年，下限止于1985年。记述了苇河林区正—个

世纪的发展阶段史。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照等几种形式。其中部分地图、
照片冠于卷首。

四、本志采用横排类目、纵写史实的编纂方法．设编、章、节、目排列结

构，共12编，42章，172节构成全书。

五、本志采用“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着重突出建局后的发展过

程。同时，为使前后内容相连惯，起到“补史之缺、续史之无劳的作用。有关

章节相应地增加了建局前的内容。

六、本志的纪年方法，建国前的时间记载采用当时的习惯性称谓，在括号
内注明公元年代。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本志中有关数字的记载方法，完

全按照新规定执行，取消了三位一撇的分位方法。

七、本志共使用各种资料一千三百余万字。其中以档案资料为主。这些档

案资料来源于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市档案

馆、长春市档案馆、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大连档案馆、沈阳市档案馆、南京
档案馆、牡丹江管理局档案室。口啤资料来源人多面广，故在使用时对提供者

不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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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苇河林业局址在黑龙江省尚志县苇河镇一里地中心，座落于长白山，张广才岭西坡中

段，东]27。49124一128。36127"，北纬44。49t52卯一45Ⅷ9 4驴，东接大海林，亚布力林业局，北

邻尚志县一面坡镇#西靠五常县，南连山河屯林业局，东西最宽处60．8公里，南北最长达

74．3公里，总面积为206．807公顷。区内山山皆绿、水水必清，人们赖以生息繁衍．古时河

两岸丛生芦苇，河底多布卵石故易名苇沙河，后通称苇河． ．

苇河林区鸟瞰之下，树木葱郁，水绕山行，丘陵连绵起伏，沟谷相问相依，东南呈不规

则园形；西北呈不整合椭园状，国铁绥滨线路横贯东西，宛如银线系一细腰葫芦。西北地势

低，沟谷开阔，人口集中，良田沃野纵横交错；往东南级阶高耸，山高林密，坡陡沟窄，稍问

地处即有山民居往．

苇河林区山脉自西北向东南鳞绕起伏，奇峰突突，为老爷岭主峰；海拨千米以上山脉

57座，境内至高峰三秃顶子]639．6米．有名的大锅盔，顶呈浑园坡短而陡，坡宽木蔬正是

国际滑雪场所在之地．

区内有流长48公里的冲河，有自东入境，穿镇中西下，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沃土的蚂

蜒河，系有邻珍珠山得名的珍珠河；多泥的大泥河，次之的苇沙河，小苇河，黄泥河等。大自

然有意将其大大IM,的河流分布得恰到好处．耸高山下必有流水，纵横交错；山河相随相
伴，平衡于自然生态之中．

苇河林区属长白山中温润性气候区，崇山竣岭连绵低丘漫岗，气候异变复杂，一山之

隔或山脊山脚、气候温差悬殊．年平均温度22。C，构成冬季寒冷，降雪厚，春季温度上升急

骤，冰雪速融成水．俗话说。一夜桃花水，带来春意浓”七、八月份日降雨量可达113．4毫

米，坑坑洼洼，沟谷河川水满槽平，常有水汇集成灾一淹而过之势．

殊异的气候，温润的沃土，充足的雨水，使这一片山区蕴藏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埋藏着

宝贵的矿产．有红松，核桃楸，水曲柳，黄菠萝等良材美木．有虎豹熊猪，獐狍野鹿等珍贵

的动物。有人参、平贝、天麻等贵重药材滋萌在山中．经地质勘探资料所证，地下有金银矿，

金钢石矿，石英石矿等有待时机成熟开发利用。

苇河林业局交通十分便利，国铁滨绥线贯穿境内，哈绥国防公路跨新兴林场而过I森

林铁路中段青山站，冲河站与五常县公路交接线路。国铁干线，专用线(国防专用线与木材

专用线)森铁干线、支岔线、国防公路、自营运材公路、区间大路与林间小路编织在206．

807公顷这块林区中．总道路里程889．3公里，道路密度每公顷4．27米，实称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为林区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苇河林区，随时代变迁，历朝历代始有沿革，或置或废，或设或沿至今：故地在汉为挹

娄，在唐时为勃利州，在辽时为女真本部，在金时为宁古塔辖境。清初苇沙河万木参天、排

比连络间不容尺I一片太古森林，称之。蚂蜒窝集”(满语。林海”之意)．至光绪年间改长寿



苇河林业局志

县巡检，民国五年(1916年)更名同宾，民国十一年(1922年)设苇沙河设治局。自俄人敷设

中东铁路，两侧森林砍伐皆尽，乃漏天一线，旋因垦荒伐木凡林区，概从斧削天然林木．当

时林民只知取材，不知养林，利益殊为可借．

时至1934年(康德元年)，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山林调查员日本人宫下静一郎、接收

俄商协杰斯兄弟木场，改称为东泰洋行林务所。El寇侵占东北后，为疯狂掠夺森林资源，从

俄人手中接过木材采运权，从中牟取暴利，大做木材买卖。据1934年⋯1945年，十年
问资料记载，总产木材93．5万余立米。森林腹地遭到严重破坏，铁路两侧尽是秃山荒岭．

1945年El本帝国主义投降，苇河林区正式回到人民怀抱，归苇河县管辖．3月松花江省政

府派军代表接管了东泰洋行林务所，成立了苇河林务所．

1946年成立苇河林产公司，1950年8月1日建苇河作业分局，隶属松江森林工业管

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林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系统组织合理布局，恢复林业生

产，在满目伤疤的林区，开始有计划的发展木材生产。同时逐步改变生产方式，改进生产工

具，逐年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形成初具规模的全民所有制林业企业一一苇河森林工业

局。1958年以来近三十年中，森工政策某些方面和环节，一度伐育失调。。文革”期间尤为

严重，靠山吃木的原始思想逐渐站不住脚，只靠着吃木，使森林面积缩小，使森林资源枯

竭，加上企业财力不足，社会承受力渐大，至使原来的“林大头”变成了“林小扣”．企业存在

一定困难，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利用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苇河林区人民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拨乱反

正，注意研究经济规律。改革创新，发展林区经济，使原来独家经营的林业企业，一举成为

林、农，牧，副、渔、工商混合的经济实体，林区展现出新的风姿．全局共有人口44 600人，

分布在森林最佳生活、生产地区；培育、利用着这片绿色宝库．

苇河林业局隶属松花江林业管理局，企业固定资产总值1．2亿元，年生产木材30万

立米，锯材4万立米，胶合板5000立米，纤维板7000吨．1950年建局以来，共为国家提供

商品材1000万立米，板方材99万立米，更新造林47万亩，上缴利税1．2亿元，相当于同

国家投资的3倍．施业面积206．807公顷，有林面积151．706公顷；森林总蓄积1．260万

立米．从事全民的10000人，集体生产的15000人．现有52个直属单位，10个经营林场．

森铁处，汽车队组成木材生产系统，担负全年局的木材生产运输任务，木材加工厂，人造板

厂，木制品厂等单位构成林产工业、综合利用系统I浆果、药材、粮油、畜牧公司合成非林产

多种经营系统．全区共有中、小学校23所，总建筑面积36．306平方米l教师919人I培养

着10000余名中、小学生。医疗战线现有卫生院所13处，各类医务人员268名，总建筑面

积为1424平方米；病床157张，各种医疗专用设备32台(架)．伴随着林业生产不断更

新，科技队伍逐步壮大和完善，科技人员已增至422人，肩负着林区科技科研重任．加上

商、粮外贸；公，检、法各部门、由此构成一个半工半农，半城半乡，半企业半政府职能的林

区小社会．

林业生产需长久岁月，若经营管理失宜、生产状况绝难良好．为保林业之久恒，必改单

～木材生产经营方式。采取以营林为基础，更新造林为中心，木材生产为主，综合利用、多

种经营的经营方针。使林业企业打开山门，搞活经济．

衡量一个林业企业盛衰的标志，就林业企业中心围绕着一个Ⅳ林”字．在发展木材生产

，

．

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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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管理活动，横向经济联系活动中，通过入、财、木的有效作用，使伐、育，供、锖、立体

开发林区等多层次、多方位得到合理实施、最后看它的经济效益为结果．以最低的代价，得

到最高的经济效益，这是从事林业企业的活动归宿．

改革近期目标是：理顺产业、经济、劳力关系．到一九九。年，更新造林保存面积4万

公顷，木材生产，限量采伐，一九八七年限量采伐为33万立米，一九八八年限产为27万立

米，一九八九年限量为23万立米，一九九。年限产为20万立米；调到合理采伐量达到森

林资源消长平衡，进入良性循环期．全局总产值一九九。年达到6700万元，占全局总产

值的百分之四十；劳动力转入非林产业将达到J．5万人，占全局劳力一半以上。目标是：

深入改革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综合立体开发山区资源。使企业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职

工收入明显增加，探索出了一条摆脱“两个危困”，实现森林复兴企业振兴，职工致富的路

．子．

之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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