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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友好区(局)志》的成书问世，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是友好人民的·

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友好林区，山峦叠翠，河流密布，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为友好林区经济的振兴。

发展提供了物资保证。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建立了双子河、友好两个林业局。．建

局初，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交通闭塞，给林业开发带来极大的困难。开发者们，在

茫茫林海里，顶酷暑，战严寒，筑路架桥，采伐作业，生产大量木材，源源不断地支

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的奋斗精神堪称后世楷模。今天，展示在我们面前

的友好林区，更加丰姿多彩。友好林业局已成为省级先进企业，犹如一颗璀璨明

珠，嵌镶在小兴安岭上。

《友好区(局)志》以其翔实的史料记录了友好林区近4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的历史，生动地展现了友好人民开发、建设林区的光辉业绩，反映了友好人民

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友好区(局)志》的出版，使我们更加了解友好的

过去与现在，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以便更好地规划与建设

它的未来。看了《友好区(局)志》，发人深思，给人以鼓舞，催人奋进，使人们在建设

美好家乡的斗争中更加充满信心。

在编写《友好区(局)志》的过程中受到市、区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

向关心和支持修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广大群众与默默无闻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致

以诚挚的谢意。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对我们来说，还是初次。由于众手成志，缺乏经验，加之

资料年久散失，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区委书记徐衍民

区(局)长张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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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友好区(局)志》，是本区历史上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修的第一部

志书。在编纂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具

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坚持创新，力求体现新时代之特点、地方之特

色；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反映事物之本质。

二、本志书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先林业经济后地方经

济的原则，设立《自然地理》、《建置沿革》、《森林经营》、《木材生产》、《林产工业》、

《林业企业管理》、《农业》、《地方工业》、《财政金融》、《交通邮电》、《政治》、《教育》、

《科技》、《卫生》、《社会》、《人物》等23篇119章463节。

三、为便于读者阅读，尽快了解本区的历史和现状，故于志书篇首设《概述》、

《大事记》，为全志之纲。经济和文化专志冠以“综述"，以追本溯源，综述始末，扼要

反映本专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四、本志书《政治》篇中设有“政治运动’’一章，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记

述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概况。

五、“政企合一"是本志书的重要特点，在篇目框架结构上，体现了地方志和

专业志两种结构形式兼有的特点。在编写方法上，本着有合有分的原则，全面记述

了政企合一、两区(局)合一的变革历程。

六、本志书所叙述之内容，其历史沿革上溯至1920年，专志记事，上限始于

1951年双子河建局，下限止于1985年。

七、本志书以“志"为主体，辅以记、传、录、图、表、照。

八、本志书编纂方法是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力求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纵横结合，经纬分明。

九、本志书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所立传人物为已故的本籍或外籍在本地历

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人士、革命烈士、劳动模范、能工巧匠等。

十、本志书为语体文，实书直叙，力求文字通顺、朴实、简洁。避免空洞的议论

和主观的褒贬。

十一，本志书所载机构、组织、会议等名称有标准简称，或有通常日用的简

称，除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其余均用简称。

十二、本志书之资料，大部分取自本区(局)档案室和职能部门、基层单位提

供的史料及口碑资料。限于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友好区(局)志编审委员会

1983年3月10日，成立区(局)志编审委员会，由37人组成：

主任：王青山

副主任：陈春林宋洪玉刘福田贾为民

委 员；齐长存 石基 王 勇 刘和祥 刘文启 刘跃庭 曲宗家

吕焕斌伊德福 沙询达 辛占发李兴堂李秀琴 李泉源

李传胜杨春生何英海周明义张贤琢张 富 张 义

张鹏云 张德信孟凡吉洪胜姜文林高永峰栾元明

张国政柴绍武褚苏民裴志聪

1984年10月19日，进行第一次调整，其成员为28人。
主任：王青山

副主任：李长润 宋洪玉(常务副主任) 丛玉文(离休老干部) 冯宝林

姜庆贤杨海鹏赵春山 艾励钊 丁一超张安

吕焕斌柴绍武顾仁贤齐长存吴振松张贤琢

曹国权汪志广傅佰光 范延海张 敏 陈忠政

1986年4月5日，进行第二次调整，其成员为17人。

主任：徐衍民

副主任：林凤友(常务副主任)左砚铭丛玉文

委员：石俊杰姜庆贤 吕焕斌李凤武 曹国权

冯建歧郑万玉宋化臣陈忠政宋淑珍

1988年10月11日，进行第三次调整，其成员为15人。

主任：张薛晨

副主任：林凤友(常务副主任)左砚铭丛玉文

委员：宋洪玉石俊杰 吕焕斌张国政李风武

裴宝贵栾忠华宋淑珍张文

顾仁贤栾忠华

白春轩

冯建歧曹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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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述

友好林区，地处小兴安岭中段，是国家木材生产重要基地之一。友好区与友好林业局是政

企合一单位，机关所在地——友好镇，位于伊春市政府所在地北部16公里处。友好城区，地势

宽阔，依山傍水，汤旺河、汤林铁路、伊嘉公路从城区通过，是伊春市新兴的卫星城。

友好林业局施业区总面积为3169平方公里，占伊春林区施业区总面积的7．8％．施业区

四周，与上甘岭、五营、红星、汤旺河、沾河、绥棱、翠峦、乌马河等8个林业局毗连。施业区北部

的翠北、翠巍、岭峰、奋斗等4个林场属于逊克县行政区，面积为894平方公里。友好区行政区

面积为2366平方公里，占全市行政区划总面积的7．2％。

全区(局)有汉、回、满、苗、壮、黎、彝、朝鲜、蒙古、土家、鄂伦春、赫哲等12个民族。总人口

为7．5万余人．农、工、商各业全民职工1．4万余人，集体职工3千余人，农民5百余人，知识

青年1．3万余人。

友好，系纯山林地区，小兴安岭主脉在本施业区北部由西向东北蜿蜒贯穿。全境地势中间

高，两端低，形成南北两坡。南坡属于汤旺河流域，占总面积的70％；北坡属于黑龙江流域，占

总面积的30％。整个地形南北长90公里，东西宽21公里，边长365．5公里。

境内山峦起伏，连绵不断，河流密布，水利资源丰富。大小山岭总延长度为1951公里，海

拔介于227--795米之间。主要河流13条，除汤旺河外，均发源于友好境内，分为友好河、双子

河、库尔滨河、都鲁河4个水系，11条支流，全长662公里。

友好，地处北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0．4"C，1月份平均气温为一23℃，7

月份平均气温为20．5℃。年平均降水量为629．6毫米，年平均日照为2300--2600小时。气候

特点，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友好，自然资源丰富，以林木资源为最。开发前，原始林相是以红松为优势的针叶林或针阔

混交林。素有“红松故乡”之称。但因建国前曾遭受多次森林火灾和日伪时期的掠夺式的采伐，

原始林相受到严重破坏，加之建国后长期集中过量采伐，造成采育比例失调，致使林木资源蓄

积量逐渐下降，成片的红松原始林巳寥寥无几，至1985年，森林资源蓄积量由建局初期的每公

顷108立方米减少到74立方米；森林覆被率由建局初期的41．4％增长到68．7N。现有活立

木总蓄积为2344万立方米，其大部分分布在都鲁河、西马鲁河、西双子河、友好河等流域。用

材林蓄积为2130万立方米，其中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占78％，其余为白桦林、杨桦椴软阔林、·

枫榆色硬阔林和少量的柞树林、柞桦林、山杨林、杨树林、胡水黄硬阔林及人工林樟子松、水曲

柳等林分。 ，

、 ‘-

‘

境内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争奇斗艳的野生植物门类繁多，故有。天然植物园”之称。除了林

木之外，还有遍布山野的兴安杜鹃、刺五加、五味子、人参、百合等中药材300余种，有闻名全国

的猴头、木耳、蘑菇等菌类植物，有松籽、榛子、胡桃等油料植物，有美味可口的山枣、山梨、山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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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桃、山葡萄、山茄子、刺梅、草莓、托盘、越桔等山珍饮料资源。这些资源，极其丰富，大部分尚未

开发利用。

本区开发之前，野生动物遍布山林，禽鸟成群飞翔，走兽结队出没，鱼儿俯视可见，伸手可

捉，紊有“棒打獐子，瓢舀鱼”之说。随着森林的开发，人烟稠密，加之逐年猎取，野生动物日趋稀

少。按国务院规定的15种珍贵动物中，本区尚存马鹿、驼鹿、猞猁、獐子、水獭等5种。主要经

济动物有野猪、黑熊、狍子、狸子、獾子、狐狸、黄鼬、香鼬、灰鼬、东北兔等。鸟类有榛鸡、松鸡、灰

喜鹊、啄木鸟、杜鹃鸟等20余种。

境内矿藏资源丰富，金属类主要有铁、铜、铅、锌、钼、钨等。非金属类有硅、硒、云母、石墨、

石灰石、耐火士等。翠宏山矿带是省内罕见的富铁矿和多金属矿区。

(二)

友好的历史，汉时为肃慎部的活动区域。宋辽时期，友好系东京道女真五国部属地。1905

年汤原设县治之后，友好属汤原县辖境。清末，帝俄侵入东北，清政府取消禁垦政策，此地移入

少数鄂伦春人，居住在境内汤旺河东岸和双子河下游两岸，以捕鱼、打猎为生。1931年“九·一

八，事变后，这里居民逐渐增多，汤旺河东岸青山二队附近，住有近70户鄂伦春人、汉人和苏联

侨民。日伪时期，日本滨并众志公司进入双子河林区，建立5个大木营，开始掠夺林木资源。东

北抗联三·六军在这里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建立了军事营地，创办东北民

众反日联合军政治军事学校。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之后，这里曾成为剿匪斗争的战

场，先烈们为人民解放事业洒下了鲜血。

新中国建立后，本地正式开发建设。在管理体制变革中，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l一是

政企分设阶段。即1951年始建双子河森林工业分局。1953年建友好森林工业分局。同年7月，

友好与双子河两局同时改称森林工业局。1958年，两局又改为林业局；1952年12月，本林区

始建街政权，隶属于伊春县伊春镇。1958年建立双子河区人民委员会、双子河人民公社，系政

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其间。双子河行政区管辖双子河、友好J二甘岭三个林业地区。二是两区

(局)分设阶段。即1964年始，实行政(区政府)企(林业局)合一的管理体制，分设双子河、友好

两个区(林业局)。三是两区(局)合一阶段。即1969年始，双子河区(局)与友好区(局)合并，称

友好区(林业局)至今。

友好区和友好林业局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友好区为伊春市辖区，友好林业局为黑龙

江省属森工企业。区与局是政企合一的同级单位，虽然在管理体制上合一了，但在职能部门设

置上，仍有少数在分设，并有它的自上而下的完整体系。在区(局羔机关52个科、室中，38个部

门同时行使区政府和林业局的职权，4个部门属林业局的职能机构‘，10个部门属地方政府的职

能机构。

(三)‘
，

友好林区，开发建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林业企业是本林区经济建设之主体，全区社会

的、经济的发展都与林业分不开，由于林业的发展，带动了其它各业的振兴。自1951年开发建

设至1985年的35年中，林业企业为国家生产木材1944万立方米i工业总产值为131599万

元I上缴利润27599万元．上缴税金12131万元；固定资产原值：建局初期(1953)为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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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两局合并时(1969)为7102万元，1978年为8341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增长幅度较

大，至1985年达11078万元。友好林区的红松优质材，曾重点供应国防建设，支援了北京故

宫、毛主席纪念堂等重点工程和灾区建设；还支援了抗美援朝，支援了古巴共和国等国家的经

济建设。

1985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友好林业局。六好企业”称号。

森林经营；自1956年开始营造林生产，至1985年，人工成林面积为1．2万公顷，蓄积为

53．7万立方米。现有固定苗圃7个，林间苗圃5个．朝阳、中心苗圃为省级标准化苗圃。森林

防火工作，在总结1976年特大森林火灾教训之后，采取抓标治本的重大措施，实现了连续9年

无森林火灾。 ．

木材生产；在生产方式上，经历了四大阶段。1951——1953年为季节性作业阶段，即秋季

采伐，冬季集材，夏季流送，1954——1955年为半季节性作业阶段，即秋季采伐，冬季集材，森

铁运输常年作业，1956——1976年为机械化常年流水作业阶段，仍伴有人力、畜力的配合，

1977年之后，彻底摆脱了靠外援搞冬运的生产方式。在科学实验上，1961——1963年原双子河

林业局曾改称“中国林业科研所双子河林业实验局”，1962年4月，在罗圈河林场开始试行伐

区生产。一条龙”综合小工队的劳动组织，当年10月，由东北林业总局在东北林区推行，沿用至

今。

林产工业：兴起于1958年，至1960年，产品发展到20种，1962年因产品质量不佳而停

滞。1973年复兴，至1985年‘，建有林产工业工厂4处，综合利用网点4处。主要产品有胶合板、

层压板、卫生筷子等。工业总产值(1958——1985)为8066．6万元，上缴利税(1973——1985)

1190万元。年创外汇能力由1978年的5．7万美元上升到92．91万美元，增长15．3倍。

基本建设：50—60年代，本区建房多为板夹泥草房，进入80年代，开始向楼房化发展。至

1985年，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23．5万平方米。其中混合与砖木结构占64％。所有权：全民88．3

万平方米，集体10．9万平方米，私有24．3万平方米。用途；住宅76．7万平方米．工业用房

24．6万平方米，商业用房5．3万平方米，教育科研用房6．7万平方米，文化体育用房1．4万平

方米。森铁线路竣工总长度为1008公里，现有线路549公里。

地方工业；1956年兴起时，多为手工业生产。目前形成了建材、木器、塑料、针织、食品、酿

造、皮革、制鞋、造纸、印刷、工艺美术、铁矿石生产等门类较齐全的地方工业体系。大虾糖和山

野果酒等名优产品销往省内外市场。30多年来，地方工业总产值为11216万元，上缴税利975

万元。

多种经营s在开发初期只有种植业，品种单一，养殖业甚少。目前，形成了种、采、养、加各

业齐全的生产体系。其中：种植业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17个种类I饲养业有牛、马、猪、羊、

兔、禽、鹿、鱼、蜂、林蛙等13个种类；采集业有木耳、蘑菇、山野菜、山野果、山野药材等。

商．业：1952年始建商业网点。至1985年，有国营商店10处，林场商店17处，经营品

种达4000多种，年销售额为1528万元，比1965年增长1倍；固定资产1190万元，比1965年

增长4倍。现有青年集体商店16处，个体商店375户． ‘

交 通：由国铁、森铁、公路形成之交通网络，全长487公里．国铁于1954年修至友

好，贯通本境17公里；森林铁路，修有两条干线，5条支线共297公里。公路修有173公里，其

中伊嘉公路境内通过17公里．

邮 电：1952年开办邮政业务，至目前已开通了区内外邮路、电报，电话，镇内实现了

电话自动化。邮路总长602公里，电话杆路总长45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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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教 育。小学创办于1953年，有教师8人，学生244人；中学创办于1959年，有教师

33人，学生434人。至1985年，全区有中小学校35所(中学7所)，在校学生15599人，教师

857人。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1985年考入大中专院校723人。本区于1985年被省政府

评定为普教合格单位。

文 化。1953年始有民间艺人来此说书、演戏。1958年，友好、双子河两局相继成立业

余文工团。目前，全区文化设施齐全。本区曾多次参加省、市文艺汇演及美术、摄影展览，文艺

作品多次获省、市奖励。电视事业：70年代末，仅有少数单位购置电视机，至1985年全区有电

视机8000余台，其中彩电占10％，并建1座电视差转台。

体 育：50年代有3名业余运动员被选入中国林业兰(tllo球代表队。20多年来，为国

家、省、市、部队和大中专院校输送优秀运动员百人之多。乒乓球、速滑等传统项目在全市名列

前茅。第四小学被誉为“乒乓摇篮”，著名运动员焦志敏、刁丽丽等就从这里走向亚州、走向世

界。

卫 生：由建局初的两个医务所，发展到现在的企办医院3处。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

站、医药站各1处，基层医务所、联合诊所、个体诊所共50处。卫生技术人员由建局初的11人

发展到505人。正规床位263张。计划生育成绩显著，人口出生率由1963年的67．4％0，至

1985年下降到11．7％0；自然增长率由1963年的59．3％o，至1985年下降到7．4‰。

．人民生活：35年来，友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昔日的马架子、板夹泥、草泥房已被砖

瓦房所代替。室内陈设更有变化：。50年代空荡荡，60年代一对箱，70年代讲式样，80年代讲高

档”。1985年，全区居民储蓄存款额1510万元，人均储蓄196元，分别是1955年的29．4倍，

1978年的6．6倍。

(四)

秀丽的山川，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多种优势，巨大的潜力，都为友好林区的经济腾飞

提供了较雄厚的物资条件。

一是地理条件的优势。境内地势平缓，多为低山、丘陵和浅丘台地。土壤肥力较高，有生长

红松、云杉、冷杉、落叶松优质树种的自然条件；地下还储有丰富的矿藏资源，这些都为繁荣友

好林区的经济奠定了雄厚的物资基础。

二是少采多造积蓄后劲。森工采运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进行集中过量采伐，以木材

生产为经营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处在单纯取材，粗放经营，破坏与保护并存。由于更新跟不上

采伐，采育失调现象严重，以致本林区森林资源每况愈下。因此，全局木材生产将由主伐利用转

为经营利用，年采伐量由现在的45万立方米调减到定产水平的32万立方米，年采伐蓄积

49．7万立方米，到本世纪末，年生长量为76．7万立方米，体现出生长量大于采伐量。可喜的

是．全局现有15万公顷天然幼壮林和人工成林(aP第二资源)，15年之后即可进行采伐，木材

产量将开始回升。同时，对尚存的1．8万公顷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荒山荒地，以及将陆续改造

后的水湿塔头地等，全部营造成一代新林，到本世纪末，全局有林地面积将由现在的21．7万公

顷，增加到27．9万公顷；森林复被率由68．7％增到86．8％l森林总蓄积由2340万立方米增长

到3100万立方米。那时，可望看到本局的林业生产开始出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

水续利用的喜人景象。

三是木材综合利用潜力大。为充分利用森林资源，节约林木资源。木材产品结构将由现在

4寸



概述

的以销售原料为主逐渐转向以木材加工工业为主．对采伐、造材、加工三个剩余物，物尽其用，

变废为宝。尚未引起重视的林化工业，必须有计划地形成大中小相结合的生产体系。到本世纪

末，。三剩”资源利用率将由目前的13％增加到42％。

四是地方经济正在崛起。友好人民正在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对森林资源锐减的现

实，急切扭转靠山吃林的局面，改革产业结构，发展多元化的林区经济，把林产工业、地方工业、

多种经营、乡镇企业等地方性经济的发展，作为振兴本区经济的重要任务。在综合立体开发上，

立足于本地资源，立足于劳力密集型产业，立足于短平快项目。发展外向型经济，改革产品结

构，扩大定型产品。致力于多渠道、多形式的发展地方经济，以大幅度地增加在全区工农业总产

值中的比重。

总之，利用优势，挖掘潜力，突出特点，因地制宜，是友好长足前进，经济“腾飞”的重要途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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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 5 1年

。九·一八”事变后，本区汤旺河东岸(现青山二队一带)开始出现自然村落一苏联屯。

1 9 5 5年

日寇在上甘岭和友好交界处“老钱柜”，建伪汤原县山林警察大队。

1 9 5 6年

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组成100多人的奔袭队，在三、六军留守处主任李兆麟的率

领下，一举攻克日伪据点“老钱柜”。相继，三·六军在双子河畔成立了联合办事处。

6月23日(端午节)，三·六军联合办事处在双子河(现友好四中西侧和二十一地区)建

。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政治军事学校”．

秋，日寇开始大讨伐。11月间，三军司令部在。老钱柜”岭西混合编成1支500余名的骑兵

队伍，在军长赵尚志的率领下，开始西征。

△三·六军在半拉青山沟里设兵工厂(修理枪枝，装弹药)、被服厂．在鸡爪河林场施业

区设军垦密营。

1 9 5 8年

日本滨井众志公司招收大批工人进入双子河西岸，对本区林木资源开始掠夺式采伐。

1 9 4 0年

日本人在罗圈河下游、汤旺河岸及半拉青山一带建立五座大木营。

． 1 9 4 5年

伪汤原县在现对山农场设山林警察大队，有警察100多人，孟继升为大队长。

1 9 4 4年

由伪军部队开始修筑伊春至双子河段铁路。至]945年“八一五”光复时，只修了路基的雏

形．

1 9 4 8年

三、四月份，南岔林务局在双子河建第五作业所。5月初开始推河流送日伪时期掠夺的遗

弃材． ‘

11月，合江省军区独立团直属骑兵连，在东卡尔太消灭了前来袭扰的匪群，在这场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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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中，我骑兵连有4名指战员牺牲。

1 9 4 9年

年初，汤原县大队在友好沟里“烟筒山”附近，消灭了国民党东北挺进第一军混合旅第20

团残匪。这场战斗毙敌3人，我1名大队副在战斗中牺牲。

△三江人民自治军剿匪部队消灭对山山林警察大队。

△ 由原国民党部队及伪山林警察被俘人员组成的“解放团”(劳改团)来现对山农场垦·

植。

1 9 5 0年

7月，在兴安地区筹建双子河森工分局，当年10月，因缺少采伐技术力量，致使分局停建。

△松江省在伊春至双子河13公里处，建国营农场，名为13农场。

1 9 5 1年 ．

6月6日，林业部批准建双子河森林工业(以下简称“森工”)机械化分局。

6月，建中共双子河森工机械化分局总支委员会，张宝玉为总支书记。

冬，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双子河森工分局总支委员会。

△双子河森工分局安装第一台50门磁石电话交换机。

△徐贯一任双子河森工分局局长。

△双子河森工分局试用从德国引进的哈林一100油锯。

1 9 5 2年

2月，伊春县公安局在双子河37公里处建公安派出所。

3月，在双子河镇建伊春县职工消费合作社十八分社。

4月25日，双子河森工分局37推河场开始推河作业。

8月，双子河国铁车站建成，翌年6月正式运营。

10月，双子河森工分局建立18出河场。

冬，双子河森工分局成立了朝鲜族集材工队．

12月1日，伊春镇在双子河设建设街，这是友好林区首次建政。

△本局采伐方式实行径级择伐。 ·

△双子河森工分局开始采用哈林电锯在山楞场造材。
。 △吕建民任双子河森工分局局长。

△双子河森工分局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成立双子河邮政所。

1 9 5 5年

1月18日，建过岭河森林工业分局，当年，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故

将过岭河局改为友好森工分局。

1月，建中共友好森工分局总支委员会，王法善任总支书记．

同月，王培信任友好森工分局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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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同月，袁天礼任双子河森工分局局长。

4月，建伊春县工商联合会双子河办事处．

5月31日，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会同伊春森工局及双子河机械化分局有关人员，在双子

河局第六车间进行拖拉机小集中试验。

5月，始设双子河税务所。

6月，建双子河森林工业公安局。

同月，在友、双两局分别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

7月10日，双子河境内遭水灾，新街基永久街全部上水，水深达80一100公分，200户人家

受灾，倒塌房屋6间，2000多人无家可归，1名妇女被淹死。

7月15日，汤旺河水上涨，双子河森工局伊春出河场保险坝决口，3万多米木材顺流而下。

同月，双子河、友好森工局分别成立党委，张树生任双子河局党委书记。

同月，友、双两局同时由森林工业分局改称森林工业局，直属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

8月15日16点左右，友、双两局遭。龙卷风”袭击，造成两条风害林带s友好局为长25公

里，宽300--500米；双子河局为长23公里，宽300--400米。

8月，建友好森林工业公安局。 ．’

同月，建双子河森工局职工子弟小学。

10月20。日，始建友好贮木场。

10月，双子河森工局拨出380立方米船材，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1月，始建双子河粮食营业部。

冬，友、双地区第一座全长66米的双子河公路木桥建成通车．

△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友好森工局总支委员会。

△双子河森工局团总支改称团委。

△双子河局首次引进苏式小型电站(内燃机发电机组)。

△伊春森工管理局在双子河局首次进行哈林电锯采伐试验。

△友、双两局森铁线路开始铺设，翌年春开始运营。

△双子河贮木场首建原条造材台。

△双子河局拖拉机手乔世宽和包车组全体成员共同发明了机车。早、午、晚定时三检”制

度。

△双子河地区成立鄂伦春族狩猎队。

△双子河、友好贮木场，先后成立回民小工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三师七、八两团，来双子河和友好两局支援林区开发建设。

△友、双两局普遍应用弯把子锯采伐、造材。

年末，经伊春县批准，双子河村级镇成立，隶属伊春县一区；黄长清任镇长．
、

‘

1 9 5 4年 ．

2月，双子河森工局将伊春贮木场移交给五道库森工局。 ’

3月，友好森林工业局4049拖拉机包车组组长李小学、森铁处搬道员李松云，在东北森林

工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分别被授予一等劳动模范。

春，友好森工局第四车间帐篷着火，烧死7名外来套户(农村来林区搞冬运的马套子)人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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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友好森工局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和首次劳模大会合并召开。

6月1日，林业三师七√＼两团正式宣布集体转业。

6月7日始，友、双两地境内干旱持续40天左右，小溪枯竭，双子河、友好河水几乎断流。

7月，友、双森工局开始发放林区津贴。

8月，双子河森工局结束了水运作业的历史。

同月，根据黑龙江省委和伊春工委的指示，友好、双子河两局分别在职工队伍内部进行政

治清理工作，于翌年1月相继结束。

△建双子河镇民主妇女联合会。

△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双子河镇总支委员会，隶属伊春县团委。

△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双子河森工局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

△18出河场更名为125贮木场。

△125贮木场到材方式，由水运全部改为森铁运输原木到材。

△建友好国铁车站，同年12月正式运营。

△双子河清真寺建成，阿訇杨静斋来双子河主持清真寺工作。

△双子河森工局第二伐木场和友好森工局九公里伐木场开始进行拖拉机夏季集材试

验。

1 9 5 5年

同月，始建双子河银行办事处。

2月，根据苏联专家沃洛茨柯依的建议，双子河森工局开始进行机械化常年流水作业森铁

运原条试点工作。 、

3月，洪庆良任双子河森工局党委书记。

8月，丛玉文任友好森工局党委代理书记，

9月，孙桂林任双子河镇镇长。。

同月，双子河森工局石头河(第五伐木场)一伐区进行了横带式主伐实验。

同月，双子河镇政府根据毛主席关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指示，把一部分个体农民组织起

来，成立9个农业互助组。

11月21日，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友好森工局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

△根据伊春县人委指示，原双子河村级镇升格为县辖镇。

△友、双两局开始进行扫除文盲工作，分别成立业余教育委员会和扫盲协会。

△双子河贮木场开始利用kT—12拖拉机卸原木。

秋，友好贮木场用卷扬机安装架杆装车，是本林区第一次以机械装车。

△在清理整顿工人队伍时，友、双两局辞退和清洗无正式手续人员及混入林区的伪吏军

警宪特分子，计2310名。其中友好局1208名，双子河局1102名。

△友、双两局开始使用油锯采伐。

△友好森工局在东北内蒙古地区森林工业先进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哈林自动油锯造

材经验”。

△友好森工局团总支改为团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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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随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友、双两个地区成立了4个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 ，

2月1 El，召开中共双子河森工局首次党员代表大会。

2月上旬，召开中共友好森工局首次党员大会。 ，

3月，成立双子河镇党委，刘仁卿任书记。

同月，召开双子河镇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

‘

同月，友好、双子河森工局党委分别成立。肃反”五人领导小组，从此，两局群众性的肃反运

动开始。

5月11日一16日，苏联森工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先后来双子河、友好森工局参观。

6月，国家铁道部、林业部在双子河森工局联合召开现场会议，介绍了双子河、友好车站与

贮木场联合办公经验。

7月，双子河人民法庭成立。 ·

9月10日，崔忠贤任友好森工局局长。

9月17日，佟良功任双子河森工局代理局长。

9月25日，召开双子河森工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
。

9月，友好森工局召开首次生产与财务(经济活动)分析会。

同月，申连贵任双子河镇镇长。

10月，双子河森工局第四伐木场开始推行双班作业。

11月，友好贮木场挑选40立方米优质红松材，支援维修北京故宫。

秋，东卡尔太林场发生回、汉族冲突事件，双方各有200人左右互相对峙，后经伊春县副县

长韩作云等做工作，冲突得到解决。

△在局、厂际和同工种竞赛中，双子河森工局第五伐木场被评为全国三等机械化伐木

场。

△双子河贮木场被评为1956年下半年全国二等先进贮木场。

△李小学、乔世宽、孔兆荣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伐区生产开始实行皆伐。

△友、双两局开始使用k一5电锯采伐。

△友好贮木场开始用单筒绞盘机安装架杆、归楞。

△两局全部实行拖拉机常年集材流水作业。

△友、双两森工局开始使用大型拖拉机进行机耕作业，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革．

1 9 5 7年

1月，始装第一台震荡式人工电报机。

3月18日，林业部工作组在友好森工局第九场召开现场会，推行四项集材经验。

3月，始建双子河森林警察队。

4月，友好、双子河两局及双子河镇，分期分批的开展了整风运动。

5月5日，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友好森工局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
’

5月27日，按照第八次全国团代会的决定精神，友、双两局及双子河镇分别将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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