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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
o

一， 《桦甸县林业志》记述了桦甸县自1908年设县 ．

起，到1985年底共77年的林业兴衰发展史，个别内容追

溯到清嘉庆十三年以前。这部志书所记述的时问长达180’

余年，是本县追溯林业历史最久远、资料最全面的一部专

业志。
‘

二， 《桦甸县林业志》以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总揽

全区林业史实，将吉林省红石林业局；吉林市松花湖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驻桦甸县保护站的林业发展建设有关情况，

一并编入本志。
’

三、按志书横排门类、纵向叙述的要求，本志结构以

编、章、节、’目为基本类目。目以·、二； l、2；

(一)、(二)；(1)、(2)四个档次为序。

四、全志共有11编、33章、98节，共25万字。有的编

下无章，或章下无节，节下无目。

五、本志遵循“贵专不贵全"的原则，突出了林业

的专业性质，对历次政治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

予详述·‘

六、体裁·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综合记

叙，但以志为主．
一

七、称谓。地名以今名为主，同时注明当时名称．纪

年以公元为准， 但1945年8月15日以前， 除记当时年号



外，还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月。人物直呼其名。’

八，计量。度量衡以公制为准，面积为平方米、公

顷；材积为立方米；重量为公斤、吨；距离为公里等等。。
，。

九、数字。数字的书写采取阿、汉混排，即年、月、

日、表格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码。世纪年代一律用汉字。

十，为使汉语规范化，本志一律用简化字。除引用原

文外，一律用语体文书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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