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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阿木尔林业局志》是全局人民由来已久的心愿。在局党政领

导重视、关怀和全局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局志办公室全体同志的辛勤

工作，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我局建局史上的一件大事· ．．．

阿木尔林业地区开发建设的历史虽然只有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

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段历程的苦乐兴衰，却在阿木尔人的心灵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这其中有创业者的艰辛，有奋斗者的希望，也

有建设者的心血和汗水。这一部《局志》，将真实记录这段艰苦创业的史

实，并将创业者的业绩流传百世。它对前赴者是勉励，对后继者是借鉴。

历来有“盛世修志一之说。《阿木尔林业局志》却是在我局面临资源

危机和经济出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诞生的。这部产生于危难之中的《局

志》，对我们摆脱困扰和振兴经济，将会产生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以史

’为镜可以知兴衰，我们回顾阿木尔20年的建局史，可以从中总结宝贵

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激发我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和

挫折，最终战胜面临的困难。

阿木尔林业局是一个较年轻的森工企业，正当它风华正茂的时候，

1987年却惨遭“5·6力特大森林火灾的意外劫难，使这个正待腾飞的企

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企业今后向何处去的严峻现实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怎么办?《：局志》的记载告诉我们：阿木尔林业地区既有丰富的森林资

源，又有笃斯等可以利用的野生经济植物和掌参、黄芪等中草药；既有

十分丰富的黄金等矿产资源，又有可以开发利用的水利资源等。丰富的

天然资源，为阿木尔林业局改变单一木材生产的经济结构，开创多种经

营、立体开发的振兴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我局摆脱困境和

走出谷底揭示了美好而广阔的前景。 ．

作为拥有，2．3万多人口的林业企业，没有一部翔实记载各方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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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木尔林业局志

况的综合资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局志》的诞生填补了这个空白。

我们从《局志》中不仅能了解到阿木尔林业局的自然概况、风土民情，还

能掌握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以这一点说，《局志》是一部记载阿木

尔林业地区各方面情况的小百科全书，其作用和价值将为历史所证明。

参加《局志》编写的全体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本

着科学求实的工作态度，广征博采，认真核实材料，做了大量艰苦细致

的工作。但由于系统的原始资料较少，编写者经验有限等原因，可能使

这部《局志》不能尽如人意，因此恳请关心支持阿木尔林业局发展建设

的各方人士，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使局志编纂工作日臻完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对阿木尔的前途充满信心。在党的英明

领导下，我们相信阿木尔人一定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再续写出一部

更加美好的历史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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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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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限：上限为建局开始的1970年，下限断至1987年底，个别之

处略有延长。

三、体例：采取“横排类目、纵写史实”的方法，概述、大事记(编年

体)冠于全志之首，为全志之纲，以收开卷了然之效。
’

四、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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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篇，56章，214节，并设有序和修

志始末。

五、1987年“5·6"特大森林火灾，因影响及教训很大，故特列一

篇。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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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人物：本局由于建置较短，一些有功绩之人尚健在，根据“生不

立传刀的通例，故不立传，仅设有已故领导人名录、烈士名录和出席省级

以上先进模范人物表。
、

八、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篇、设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

同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章。

九、本志各类资料，主要来源于局档案科、各基层单位和科、室、部、

委、办提供的资料；其次是大兴安岭地区档案局、报社、省文管会，还有

北方文物出版社和省满语研究所以及大量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料；数
! 字资料来源于局计统科编制的《统计资料汇编》 ，

。

』
‘

十、本志采用分类纪事本末体，有志、记、述、传、图、表、录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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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语体文记述。其中图与彩色照片汇集于卷首，另有部分图、表和黑

白照片分别列入有关章节内。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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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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