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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昌IL-

党委书记、局长 石尚志

编纂《十八站林业局志》是全局人民的共同心愿，历任局党政领

导十分重视和关怀。在全局修志人员的大力支持下，经局志办公室全

体同志的辛勤工作，这部志书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十八站林

业局建局史上的一件大事。
‘I

．十八站林业局位于呼玛河中下游黑龙江畔，依山傍水，山青水
7

秀，群山环绕，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杰地灵。地上覆盖广袤的森

林，地下有储量可观的黄金和煤炭，有闻名全国的珍禽异兽．也有驰

名中外的中草药材。勤劳善良的十八站林区人民，在这块肥沃的古老

驿站上，经受了严峻地考验，陶冶了坚强勇敢、奋发进取的性格，养

成了勤劳朴实、艰苦创业的优良美德。参加林区开发建设的广大林业

职工，在古老的驿站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给编写《局志》提供

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盛世修志，十八站林业局志是在治理经济秩序，整顿经济环境，

深化企业改革，企业产品拓宽销路，摆脱经济危困，达到省级先进企

业的形势下诞生的。以志为镜可以知兴衰，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和挫

折，从而激发我们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编一部观点正确、内容详实、体例规范的林业局志．是全局职工‘．
‘_／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



·2· 序 言

的肩上。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吏

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类系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本志较全面记述了

十八站林业地区从建立古驿站开始，经1956年勘查设计到1990年

末止的历史变迁，较全面详实地记述了林业局的政治、经济、生产、

科技、文教、卫生、公安、政法等各条战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林业局被省、地确定为．“特企’’试点单位，到1987年全

局上下提出了“团结奉献、争创一流"的企业意识，再现了十八站林

区人民的风采，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十八站林业局志的问世，将为林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

和现实的科学依据，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也为对职工和

青少年进行热爱家乡，热爱林区，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教育提供

了教材。以继前贤，惠及后人。使他们了解过去，懂得现在，认识未

来，珍惜生活，奋发向上，为实现林业宏伟目标而勤奋学习，努力工
_．

’

作，再创新成绩。 一

回顾历史，展辊未来．我们对十八站林区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勇

气。全局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艰苦创业的革

命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前进，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

’：
’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林业企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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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1歹{I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修志的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局的历史和现

状。

二、上限从建局开始，下限断至1990年底，个别之处有上溯。

三、采取“横排类目，纵写史实"的方法，概述、大事记冠于全

志之首，为全志之纲，以收开卷了然之效。

四、全志各篇以类系事，有的篇首均以短文提示梗概，按篇、章、

节、目层次四级排列，全志共分16篇、80章、287节，并设有序、附

录和编纂始末。

五、本志书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人名录》中均系在本局

开发建设中有较大影响者，故简介其生平。

六、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等，有关统计数字均以

统计部门为准。
’

八、为避免重复，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分写于大事记中，不

另设章节。

九、本志记述改革，强调管理，注重经验教训，重点突出林业企

业特点。

十、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

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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