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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林林业局志》历经6载，数易其稿，以其新志的风格和独具的林业特

色问世了，这是我局第一部志书，它独僻蹊径，具有开创之功。这是全林区人

民值得庆贺的大事。我为对编纂这部志书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和衷

。心的祝贺。《大海林林业局志》记载了林区兴衰起伏、沧桑巨变的历史，是林业

工人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壮丽画卷，也是讴歌林业工人光辉业绩的英雄史诗。修

．志是一项浩繁工程．修志的同志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

析研究．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采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

载了林业局近40年的发展史，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了林业特

色．反映了林业工人的智慧和力量．经验与教训．为人们提供了一面历史镜子，

它不仅给人们以智慧．而且也给人们以借鉴．使人们。去恶而趋善．舍邪而就

正一．为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重要作用。

大海林林业局．人杰地灵，山河壮丽，森林资源丰富。建局以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海林林区人民以其智慧的头脑．拼搏的精神，踏实的作风，

勤劳的双手，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把穷乡僻壤建设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新林区．为国家生产2 000余万立方米木材，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

设。林业工人创业之艰难，建设之辛苦的光辉业绩，必将启迪子孙。惠及后人。
’

“不识庐山真面目，乒缘身在此山中盼、“入芝兰之室，久而不得其香"。我

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但是．身在山中不知山，自己

认识自己更难。我们可以在历史这面镜子前审视自己，吸取经验教训，扬长避

短．振兴林业，为大海林林业局的繁荣昌盛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让大海林

林业局的革命精神永载青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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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局的经济、政治、文化

等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一
。

二、重点记述本局林业发展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反映林业发展规律，为人们

提供借鉴和依据。

三、本着“立足当代”、“贯通古今"的原则，本志取事主要从1947年起．下限

至1985年，为事物发展完整，有的断限亦有所上溯和下延。

四、本着详今略古和以类系事、以事系人的原则，本志突出当代、突出林业特

点、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突出经济，在经济中又突出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

五、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做集中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

章、节。 t，
7

六、本志书的体例是“横排门类，纵写史实静。它的目录为编、章、节3级结构．

有的编、章前设有无题小序，有的章，节后加重点资料附记、图(照片)、表等。

七：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7种形式，以志为主体．全书共16编、

68章、261节。

八、本志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志者以本地人和对大海林林业建

设有较大影响的工人、干部。 ．

九、数字除引文、序号、历史年号外．均以阿拉伯字著述。

十、全志资料来源于本局档案资料、刊物以圾有关部门编写的史料和史志人

员采集的回忆录。

十一、数据以本局统计资料为依据，缺的采用有关单位上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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