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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汪清林区第一部志书一《汪清林业局志》，历时四载，终于问世。这是一部众手合编的集体

著作，凝聚着全局广大干部、职工的心血和汗水．在此，谨代表汪清林业局党委、汪清林业局向

精心编著的编辑人员、工作人员和资料提供人员表示谢意l向关心修志工作的上级领导和有关

部门致以崇高的敬意l

巍巍长白，人杰地灵，滔滔林海，物华天宝。‘汪清林业局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翔实的资料记述了一百多年汪清林区的发展历史。此书问世，一可告慰祖先。使百年来为林业

振兴奋斗终生先辈们的英名和功绩，世代相传，永驻人间；二可启迪世人。使人们不足户庭而能

窥汪清林区发展之全礼了解汪清的昨天和前天，幢憬汪清的明天和后天，推进今天的事业；三
可激励后人。使我们的后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爱林区、做主人，用智慧和汗水把汪清林区建

设得更加美好，成为长白山林区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绿色宝库。

《汪清林业局志》结构严谨，详略得体；图文并茂，体例清晰；表图精当，纵横有序。所用资料

都经过筛选、考证，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教课书和回忆

录。希望全局广大干部和职工珍惜它、使用它，使其发挥“资治、教化、存史”之效能。

汪清林业局局长柳一勇

汪清林业局党委书记姜树生

1990年7月25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采用新资料、新方法、新

观念，力求突出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真实地记叙了汪清林业局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

二、本志采取以时系事，以事系人和横排竖写的方法编篡，按编、章、节、目四个层次排列，

设二十四编、一百一十四章、三百二十八节．为提供读者研究之便，书前设。概述劳、。大事记一，书

末增设“附录"．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种形式，以志为主．本书占用资料以局档案资料

为主，辅以历史文献和口碑资料．

四、本书记事上限时间为清光绪四年(1878)，下限迄于1988年末，上下110年．记叙重点

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

五、本志记事按当时通用习惯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运用各朝代记年法，并注明

公元记年。对书中人物不加褒贬，直书其名．地名书写。凡记述历史沿革用1El地名，在括号内注

明现通用标准地名．

六、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运用，按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规

定书写．

七、志书中图表以编排序。例第1编中的1表，用。表1--1”表示．

八、凡公历世纪，年、月、日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书资料来自各地，提供资料人员较多，总纂时作了综合和变通．本书只列举主要提供

者．不一一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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