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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论

和历史唯物论，横陈百业，纵述沿革于一体。其维构只设篇、章、

节三级，未列目及子目，以避篇目零乱。篇目序列是先自然后社会，

在社会中先经济后政治。全书共编18卷(篇)1 02章484节，89万

字。

二、本志书采用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相结合，史与志相结合的

方法，分门别类地进行表述，不枝不蔓，脉络清晰，秉笔直书。

三、本志书以“详今略古"的原则，本着在尽可能地追溯鹤北⋯

林区历史演变全过程的同时，努力突出时代特点，特别是1972年

以来的发展和成就。因此，上限未做统一划线；为了反映企业改革

的实绩，下限断至1986年。

四、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文字及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

为准。度、量、衡一律使用标准单位，行文及表格内的数据均用阿

拉伯数字。

五、本志书的部分篇章涉及到的历史史实部份，均收辑了引史，

并用脚注的形式注明了出处，以资考证。

六、本志书对历代政权皆用通称，不加任何评语；中华民国末

年以前(含伪满时期)的历史纪年，均按当时习惯称谓编写，并在

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则一律使用公

元纪年。

七、本志书严格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但对开发建设鹤北

新林区确实做出过贡献的党政干部、英雄模范、闻人志士等，因弃

之可惜，立传不成，故在人物传记篇中设了党政干部简介、英模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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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等章节。对人物的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然根据

行文需要，有的则冠以官职称号。

八、本志书所用的历史地名，皆用原地名并在括号内注明今地

名。

九、本志书在记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中的成果时，

未辑录各类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原著，目的是使其更加简洁。

十、本志书之附录均插入本篇之尾，未统设附录篇。．目的是为

了保持篇章的整体性，也为读者阅读提供一点方便。



序 言

J宇 言

万众同心创大业，

一部志书谱新篇。

经过五年多的精心编纂，一部具有鹤北林区特色的《鹤北林业

局志》书，终于出版并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鹤北林业局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丰硕成果。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j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专修林业方志，独载史籍，

还是前无古人的。鹤北林区虽然开发建设的时光是短促的，但她的

历史却是悠久的。据资料考证，横贯鹤北林区的梧桐河、嘉荫河、

嘟噜河三大水系，原是女真人的摇篮，也是慈禧太后的“胭脂地"一

自光绪元年1875年清王朝实行“开禁”政策之后，她便经历了K,-

金采掘，日寇掠夺，地方砍伐和第一次建局与第二次建局后生产建

设诸阶段，构成了鹤北林区起伏、兴衰≮悲惨而壮丽、兴旺与发达

的光辉历史。《鹤北林业局志》书忠实地记述了这一史实，为中国

林业史展现了一幅广阔多彩的画卷。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鹤北林区虽然充满着许多神奇的色彩，

但在新中国建立后才真正恢复了她的天姿。当人类历史跨入20-$-

纪7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的时候，才吹响了开发建设鹤北新林区的

进军号角。来自四面八方、的林业大军，开进了茫茫的林海雪原，摆

开了千军万码开发建设新鹤北的战场。截止1986’年，鹤北林业局
迎着Zt,风雨雨，渡过了1 5个春秋。1 5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

不过是暂短的一瞬，但勤劳、善良、智慧的鹤北二万多人民，在这

块美丽、富饶的381 963公顷土地上，在这片生机盎然的莽莽林海

里，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势，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

雄壮、可歌可泣、引入向上的戏剧，创造并发展了人类的文明，谱

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将他们的业绩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是当之

无愧的。《鹤北林业局志》书的问世，恰好再现了这一光辉的史实。

因此，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不仅仅是填补了林业方志的空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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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为林业生产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资治的依据，而是鹤北

林业局二万多名职工和家属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编纂社会主义林业志书，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的双重任务。一部好的志书应该起到上慰祖先，有益

当代，惠及子孙和“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鹤北林业局

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本着横写地理，竖写历史

和“详今略古”的原则，采取“三新”(新观点、新资料、新方

法)的方法，共编纂18篇、1 02章、484节，囊括了上下几千年，

纵横368公里，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文化，从

教育到科技，从卫生到政法，从气候到灾异，从英模到闻人等包罗

万象的内容，计89万字，可以说是一项巨大的思想文化建设工程，

是很值得人们一读的鸿篇巨著。值此《鹤北林业局志》书正式出版

发行的机会，谨向本书的编纂人员和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人们致以衷

心·地敬意!

鹤北林业局不但!资源丰富，环境幽雅，生产建设蒸蒸日上，充

满勃勃的生机，而且凝聚着各个方面的人才，可以豪迈地说“这里

是藏龙卧虎之地!”在他们当中，既有经济建设人才，亦有林业专

家；既有科学技术人才，亦有政治工作的能人；既有文人作家，亦

有闻人志士，所有这些都为丰富《鹤北林业局志》书提供了独特的

内容。因此，本书有选择地辑录了他们的著述成果。应该说，志书
不光要秉笔直书事物的始末，更要秉笔直书通过人们奋斗所取得的

成果——那怕是微小的，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给人以借鉴和启迪。

本书的主编恰恰是抓住了这一本质的而不是表象的东西，收入了经

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诸方面的成果和著述，这就既丰富了志书

的内涵所在，又具有外延的巨大力量。这确实是一个可喜的探索和

突破。

古人云：“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

业，有所凭籍。故夫方志者，非一州一邑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

之隆污，于兹系焉。”他说明了志书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学术上

的作用。《鹤北林业局志》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方之金史，是鹤

北林区千百年史实的总合。她犹如一块巨大的多棱镜，既照出了过

去，又照出了现在，亦照出了未来；她犹如一座巨大的信息库，既

让我们洞察了过去，又把握了现实，更懂得了明天；她犹如一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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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益友，既可上慰祖先，又有益于当代，亦能惠及后人。所以，其

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她将对繁荣昌盛鹤北新林区起到重大的作用。

《鹤北林业局志》书的出版发行，无疑将对战斗在这块土地上

的乡亲父老、英雄儿女起到鼓舞、激励、推动的作用。她不仅可以

为人们研究林情局情、熟悉家乡故土、建设美好的新林区服务，还

可以为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服务。

我殷切地希望全局职工、家属、学生通过阅读这份不可多得的乡土

教材，了解过去，懂得现在，认识将来，热爱林区，珍惜生活，奋

发有为，天天向上，为实现振兴林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l

鹤北林业局局长牟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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