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算一n●'：

鬻

斟

L}}{
一

Y E

主
编

孙吴
建
童刚

』Ij篓捌{

溺礁

一～，一、—’—_—=—===

《睦瞌譬¨

鬻"i。扎ii。一l、、，0}㈠二^

露嘴攀

辨丁缸tI7LA■I．1
●

m汹

簿

^．B

蘸



八家子林业局

主 编 吴 刚

孙建文

一I▲
●▲

J幽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业管理局林业志编纂委员会



《八家子林业局志》

八家子林业局志办公室编辑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业管理局林业志编纂委员会出版

延边林业管理局印刷厂印刷●_--●__●_-__●__--●-‘d⋯。1‘。-_-‘_____-●_-。。‘。_-_-。-_●●-。-’●●_●_●-_---‘‘—。●__●●●_----●-一
开本：787×1092毫米I／1 6 字数：1 000 000字

1 990年12月第一版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7156号



序 文

《八家子林业局志》，经过全局职工和专业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奋笔直书，以它社

会主义新方志的风姿和纯朴的林区特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年问世了，这是我

局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全局广大职工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今

天，我为它的问世，表示由衷的高兴．

八家子林业局，是一个开发悠久的老林区，从1917年正式开发至1986年底，经过

七十一年的历史沿革，在这十五万公顷士地上，经历了旧中国的开采、日本侵略者的掠

夺和解放后的经营三个历史阶段， 构成了本林区发展史． 漫长的岁月， 不同的社会制

度，‘林区工人阶级地位、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已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另4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勤劳勇敢的林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这片广阔绿

色的林海中，艰苦奋斗建设新林区，创造出光辉业绩，推动了林业的发展，谱写了崭新

的历史篇章。
t 《八家子林业局志》的成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求真存实的方

针，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进行编纂的．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资料翔实，

全面地反映了八家子林区人民发展林业、建设新林区的光辉历史．详尽记录了旧社会林

业工人悲惨苦难生活，深刻总结了建国后林区经济繁荣和发展壮大的喜人形势，是一幅

前赴后继开发林业，历尽苍桑、翻天覆地变化的壮丽画卷．它把八家子林区的政治，经

济，科学文化，社会风情，轶闻要事的演变展现出来，是一部较为珍贵的历史发展的百

科全书，综合翔实的资料宝库，是林区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要珍惜它，爱护它，研究

它，利用它．应该理直气壮地为拥有这样的财富而自豪．

《八家子林业局志》，是一项艰苦浩繁的文化工程．参加本志书编写的退离休老同

志、在职专业工作者以及众多为志书提供资料的部门和同志，特别是曾在八家子林业局

工作过的老领导，他们的辛勤劳动，都凝聚在巨著之中．这个开创性的劳动成果，必将

受到全局人民的珍重，后人将永世不忘。对此，表示深深的敬意!

编修《八家子林业局志》的目的在于： 真实地再现历史，服务于现实，有利于后

代，真正起到。存史，资政、教化”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起到资料库，信息部的

作用．他不仅为人们研究局情、熟悉家乡故土、建设美好林区服务，为治理经济环境，整

顿经济秩序，全面为我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基础资料，而且还可以对青少年进

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今传统教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它将启

迪子孙，惠及后人，使他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将来，热爱林区，奋发图强，忘

我工作．为深化改革，繁荣林区经济，发展林业现代化，实现林业宏伟目标，创造美好

的未来贡献一切，使美丽富饶的林区大地更加光辉夺目，永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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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八家子林业局志》的编纂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顼

基本原则，遵循《关于建目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新方法、新资料， 新观点和新体例， 突出林业专业特点， 力求

做剜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本着4详今略古”、 。详特略同。的原贝13，完备

翔实的记载了八家子林业局自然地理、林业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以反映林

业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之

成为具有林业特点的资料总览．

二、本志书断限，上自1856年(清咸丰六年)，下至1 986年末，共130载．编纂重

点放在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7年．

三、根据本局历史和现状， 奉志书体例采用横排门类， 竖写史实的方法， 以编，

章、节，目、子日5个档次排列，全书统一排章．共设15编、63章。244节、328个目．

133个子目、25张图、lT7张表，l 04幅照片．所立各编采用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 个另l

的采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事本束体。各编排列顺序是：《自然地理》、《木材生产》、

《营林事业》、《林产工业》、《多种经营》，《基本建设》，《机械电力》、《工资

财务》，《生活福利》、《商粮物资》，《教育科技》、《文体卫生》、《党政工作》．

《社会》，《人物》、《附录》．《概述》、《大事记》放在全书之首，以达开卷了然

之效．

四，本志书恪守方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形式，以志为主，

做到文图并茂．

五．本志书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用字均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T1年公

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地名，人名，朝代名均用全称，机关名称各编第一次出现时

使用金称， 以下使用简称； 表述时间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各编记述1949年以前公元纪

年，第一次出现时在公元纪年后括注历代国号纪年，记述时间，凡正文，公元纪年，年

龄、统计表格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

单位定义》的规定，采用国际标准；对人物直呼其名，不加褒贬；各编图表除编辑制作

外，部分图表由吉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吉林省地矿局第六地质调查所、金南镒提

供；照片由档案室，金哲孙、刘福松，周伯功、金光允提供和拍摄．

六、本志书所采用的资料主要以局档案资料为主，辅以。口碑”和清朝、中华民国、

沦陷时期的档案、文献．共搜集各类资料(口碑)1 000余万字．

七、依据。生不立传”的原则， 对生人有突出贡献者， 本志采用以亭系人方法记

述．对出席州级以上表彰会的先进模范作了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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