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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屯区(局)志编审委员会名单
一 (1983年6月22日)

．

主任委员王生林

副主任委员郝清恕‘ 张辅清 ’。李兴东
j

委 员解世昌 吕治家． 张浩晨 苏景录 仲维波

赵俊清 王 望 彭殿君， 梅景春 刘 玉

’程质彬 翟景林 ．王长本 王文和 王 禹
。

许号芳 董林和 赵守昌 连福琛 杜银朋

．．郭永安 顾法源 孙树先 郑誓东 齐万有

‘安长才 刘桂珍 崔保田 徐文华 刘文利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

金山屯区(局)志编审委员会名单
(1 984年8月30日)

●

’

郭元奎

冯国权

慕凤阁

禹祯哲．

宋惠民

姜成龙

赵景山

张振斌

洪乃超’

陈 勤

郝清恕

王 勤

连福琛

李成义

关’孝

刘贵祥

周英杰

张国维

王少亮

吕治家

马汉金

高传江

姚希久

赵显久

南春胜

姜文田

郑誓东

武道伦

苏景录

芦笑容

姜连富

于辉才

邵理德

闫子臣

王文和

刘凤林

杨春敏

魏治国

潘云高

刘忠明

董林和

谭景致

刘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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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屯区(局)志编审委员会名单
(1 986年12月2日)

主任委员仲维波
。

副主任委员冯国权 郝清恕‘ 苏景录
委 员王文和 刘凤田 陈 勤 董林和 马汉金

禹祯哲 刘 玉 王恩波 宋惠民 李成义
刘凤林 于辉才 赵守昌 高 健 洪乃超

徐明亮 邓 华 ．郭永安 连福琛 魏治国

谭景致+ 武道伦

金山屯区(局)志编审委员会名单
． (1 990年12月13日)-

主任委员安荣俊

副主任委员冯国权

委 员方全年

马汉查

? 邹邦林

邓 华

郭世俊

杨志杰 徐青松

陈 跃 顾法源 徐明亮 郭永安

王恩波 焦伟杰 徐庆贵 。吴海龙

贾广超 陈 勤 王君福 李荣奎
杜银朋 高庆举 高 健 杜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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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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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编 辑

责任校对

校 对

绘4‘ 图

摄 影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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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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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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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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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

’

j．

·《金山屯区(林业局)志》(以下简称《区(局)志》)，经过8年的奋

笔耕耘，四易其稿，于今问世。这是全区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
。

：

’

·．

．’金山屯地处小兴安岭南坡腹地，原是浩瀚无际的原始森林，山灵
． 水秀，资源极其丰富。日伪统治时期．林木资源曾遭受到野蛮地掠夺

和严重地破坏。东北解放后。森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迎来了开发建

设的新天地。金山屯建局34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区人民

艰苦创业，英勇奋进，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可喜成就。盛世修志，乃时代

赋予我们的使命。历史越是前进。事业越是发展，我们越是感到急需

编纂一部能够全面、系统反映金山屯历史与现实全貌的《区(局)志》，

把这一巨大历史变化载入史册。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发展的需要，

也是当今建设事业的需要。 j ．_r‘
·

《区(局)志》记述了1 985年以前金山屯的自然风貌、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风俗习尚等方面的历史演变，它将在推动生产、治理政务、

’繁荣文化、保存史料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

’

我们在编纂《区(局)志》过程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求真存实，秉笔直书，对许多重大史实的记述．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地方

特色，做到了资料翔实可信，语言文字准确，简明朴实，通俗易懂，客

观真实。但由于历史资料残缺，加之编者水平有限。谬漏之处j在所难

．j免，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

譬 ‘我们编纂新地方志，一直受到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得到多位
·l·



序

专家内行的热心指教，兄弟区局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区属各单位的通

力协作。编辑人员矢志不渝，成果可佳，终于实现了金山屯人民多年

的夙愿。可以说这部志书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它凝

结了成千上万人的心血和智慧。

值此志书付梓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共金山屯区委员会，区人民政

府，向热心于修志事业的各级领导，编纂人员．向所有为修志提供资

料、给予支持以及帮助安排《金山屯区(局)志》出版的部门和个人致

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山屯林区人民己经创造了

光辉的过去。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也必将谱写出更加壮丽的

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共金山屯区委书记 安荣俊

金山屯区(局)长 郭世俊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突出时代特点与地方特点，全面反映金山屯林区的历史进程，充分发挥

存史、资政、教化作用。

二、断限：上不封顶，下限一律断至1985年。根据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

则，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重点，突出记述建国以后的重大发展、

变化之史实。 ‘

。

三、本志采用记叙体，按照“记、志、传、图、表、录’’的体例要求，以文字记述为

主，图表随文附载，力求文图并茂。全志由开篇、正篇、末篇构成。开篇设置概述、

大事记；末篇设附录。正篇采用“编、章、节’’排列，设立自然地理、建置、资源、人口

民族、木材生产、营林生产、森林保护、林产工业、农业多种经营、地方工业、基本

建设、机械电力、交通邮电、商业粮食物资、财务财政税务金融、工商物价、党政群

团、公安司法、武装战备、民政劳动人事计划、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人物、社

会生活等24个编目。

四、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重大贡献的在世人物的事迹，按以事系

人的要求，分别记入有关章节中。 ‘

五、对历次政治运动，未设篇章记述，而是根据宜分不宜聚的原则，分别记述

于大事记之中。
’

．
．。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图书、档案，亦有各单位、部门提供以及自行征采的

文字、口碑资料。为了减少篇幅，一般在行文中不注明资料出处。

七、本志属于资料性著述，坚持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中的原则，使用语体

文，力求准确、简洁、朴实、通俗。
。

八、本志记时均用公元纪年。 ．

九、由于本地名称从原大丰区(局)改为金山屯区(局)，本志除涉及原机构沿

用原名而外，尽量使用现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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