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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可供后来者借鉴的明镜。我们拥有它，就能温故

知新，鉴往知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从而自觉

地顺应潮流，因其势而利导之，不断地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从这

个意义上讲，《塔河县志》的面世，则是一件莫大的盛事。
这是塔河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它翔实地记述了塔河县幅

员实况，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留下了前人的奋斗足迹。

县志以事相系，横排门类，纵述今昔，详今略古，纪实求真，使
沧桑之变再现眼底，其开创塔河史志先河之功永载史册。为此，

我们应特别感谢那些为这部县志潜心著述的全体编纂人员。

塔河县地处祖国北部边疆，黑龙江上游流域，是山区林区，

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里大山苍苍，林海莽莽，气象雄浑，遍

地宝藏。早在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居住着我们勤劳

勇敢的祖先；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与中原王朝建立起的臣属关系

及各方面交往日趋紧密；十九世纪以后的一百多年，黑龙江流域

先后遭到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英雄的边疆人民奋勇抗击，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东北解放以后，这里建立了人民政权o 1964

年，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重大决策掀开了塔河历

史的新纪元。三十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塔河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昔日草木臻臻的原始林莽变成了国家重要的林业生产

基地和北疆重镇。当我阅读这部县志时，为先人与大自然和谐相

处的深睿智慧所动容，为开发建设大军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大

无畏精神所感动，为各族人民团结协作、艰苦创业的干劲所鼓舞。

同时，这部县志也折射出往昔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是历史留

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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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历史中借鉴和继承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对于我们这样一

个资源丰富，开发建设刚刚起步的县份而言，地情资料尤显珍贵，

各界人士都能从中查取有关资料，《塔河县志》可谓是塔河各行各

业的百科全书，有着宝贵的使用和存史价值。为我们进一步认识

塔河，宣传塔河，建设塔河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也为我

们向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乡土教材，

意义十分深远。

古道沧桑有志士，兴安风雪化铃兰。回眸历史生壮志，再创

辉煌谱新篇o《塔河县志》的问世，仅仅是开始，历史永无终结，

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续写这部大书。历史既是向现实延

伸的大道，又是走向未来的起点。我们坚信，塔河的历史，在今

后的岁月中，会越来越丰富和壮美o，

中共塔河县委书记 奄噎罨／、习o

1999年9月9日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力求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翔实地记述塔河县的历史和现

状。

二、《塔河县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四部分组成。概述，钧

玄提要、综叙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塔河有史以来的大

事、要事；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建置、自然地理、综合经济、林

业、森林防火、农业、工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商业、工商管理、城乡

建设j党政社团、政权政事、公安司法、外事军事、民政、劳动人事、文

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社会、鄂伦春族、人物刀编，编下设章、节、

目；人物，设人物传记、英模名录、烈士英名录3章。概述、大事记不列入

编的序列，不设章、节。对历次政治运动分别记入大事记和有关专志之中。

三、本志古今贯通，详今略古，上限不做统一规定，下限止于1992年

底。

四、本志记述事实，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并力求文图并茂。

五、本志以事分类，设编、章、节、目记述专业内容，不受现行行政管

理系统限制。本志增设鄂伦春民族一编以示地方特色。

六、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

结合的方法记述大事、要事；专志，用记叙文体，专记事实，不作评述，寓

观点于材料之中；人物，用志传体。

七、历史记年：一律用公元纪年，1911年以前夹注历代年号纪年。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为当时名称。地名，用历史名称，夹注今名。

其它地名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九、本志数字资料主要由统计部门提供，部分采用各专业部门提供的数

据和有关著作。

十、本志除林业编和注明者外，其它各编均包括十八站林业局、大兴安

岭筑路工程局和铁路、塔河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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