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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信

’

编史修志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卷帙浩繁

的地方志，已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宜，在巾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天，地

方志必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i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党中央很重视史志工作，要求修志机构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格局，，。黑

龙江省政府及黑龙江省森工总局、牡丹江林管局也多次下达文件并召开修志工作会议，

强调史志工作要纳入各林业局的议事日程。我局对史志工作抓得较早，于1983年11月经

党委批准，就成立了史志办公室。编史修志人员，怀着极大的激情，承担了编修林业局

志这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编写人员刻苦学习，认真负责，广征博采，去伪存

真，纂成此志，记载了海林林区人民从1905年至1985年整整八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海

林林业局志》的问世，填补了海林林区八十年没有系统记载的空白。

编史修志是一项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林业局来说，是一项崭新

的工作。黑龙江林业是全国林业的重点，海林林业局又是黑龙江林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编好海林林业局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但要突出林业系统自己的特点，还要

向中央和省、市提供林业基地的重要资料。《(海林林业局志》的问世，将为海林林区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将为两个文明建设，起到应
‘

有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热爱林区、建设林区教育的地方性教材。在某种

意义上说，它是海林林区的“百科全书"，是局党政领导，科室领导和基层领导的工具

书。将起到“存史、教化、资治"的作用。

《海林林业局志》，必将服务于当代，惠及予子孙。

2

●
{
：

}
，

置学甏：w##

#

一盈曩量羹藿霉觜鼍擎

0

t§



海林林业局志 ＼ 凡倒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本局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本志遵循“立足当代l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上限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写起下限写到1985年末。共计八十载。重点放在海林林业局1959年建局之后。
‘

三、本志编纂体例采取“横排类目，纵写史实"的方法，结构以篇、章，节，目四

级排列。志书共分为16篇63章187节。

四、本志运用记述体。全书采用志、记、图、表、照、传、录等几种形式。

五，本志所用朝代年号；建国前均加公元对照，建国后只用公历年份书写，但不简

化，如“1959年，不能写成59年"。凡公历年、月、日，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六、本志所用统计数字，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只有个别地方需用汉字表示。习惯用

语中的数字或成语中的数字以及专门名称所用数字，均采用汉字表示。

七，本志涉及人物，一般只写姓名，不加其他称呼(如同志等)。

八、本志所用的度量衡单位，一律采用全国通行的公制或市制为准。 。、

1．长度采用公里，米，厘米，毫米。 ·1

2．重量采用克，升，公斤。

3． 面积采用平方米、平方公里，公顷，但在特定场合，亦有用“市亩黟的。

4．体积容积采用立方米。

九，本局全称；黑龙江省海林林业局。除志书名称《海林林业局志》外，在各篇，

章，节、目中，可称“海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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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林林业局意 概述

概

海林林业局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县境内，，地理座标为东径128度42分至129度26分，北

纬44度36分至45度01分· 。‘?

．，． 。， ．．“

海林林业局东与海林县林业局．牡丹江市林业局毗连，南与大海林林业局，山市种

·奶牛场，海林县林业局接壤’西以张广才岭主脉山脊与亚布力林业局分界，北与柴河林
业局相邻。局址在海林镇，隶属牡丹江林业管理局，总面积为165，927公顷· 。 ·二．

本局处于海西宁褶皱带的长白山脉张广才岭东坡，总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最

高山峰海拔l，136米，最低水面海拔300米，平均海拔高度670米。境内有横道河子和头道

柯源两条较大河流，支流有22条，总水流量为400万立方米∥．．． ，

． 本局位于中温带季风区。由于受山区地形和森林植被的影响，比平原地区湿润多

雨。年平均降水量在580毫米左右。年平均气温在2．7"C左右，年日照数为2，500小时，无

霜期120天左右· ’。j 、

·，

本局主要地质为花岗岩。 ⋯ 。．． 一t ’，

主要土壤类型暗棕壤，腐殖质层厚度一般为20厘米左右，，主要植被有红松、云杉，

冷杉、水曲柳，黄菠萝，胡桃楸、枫树，榆树，色树、白桦、杨树、椴树、柞树、落叶松、樟

子松等乔木树种，以及刺五加，毛榛子，卫茅等灌木和木本科、莎草科，豆科等植物。

地披物有蕨类，苔藓，地衣，其次土壤为草甸土，腐殖质层厚度为20至50厘米，主要植
物有小叶樟，沼柳，苔草。在局部的低洼地带有沼泽土，腐殖质层深厚，主要有莎草科

·和乔本科植物t 、 ，
．．．

．

，． 本局属予低山丘陵地区，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具备林木生长发育较好

的水热光和养分条件。但在南部丘陵部分地带j春季气候干燥j少雨，常有春旱灾害发

生，影响造林成活率。6，7、8三个月为雨季。本局大部分地区9月上旬即来早霜，三大

硬阔人工更新幼树常受霜冻危害。 ．串‘

‘

．

本局开发利用较早。日本在东北攫取森林采伐权，系始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在中东铁路海林附近，投资470万元，由东拓会社开原。另外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时，

曾使大量原始森林遭到破坏。三十年代日本侵略东北后∥又进行了掠夺式盗伐。1945年

o光复夥后，中长铁路局又进行了第三次砍伐·经过三次“拔大毛?采伐，红松及云冷

杉原生林型破坏殆尽，砍伐严重的沦为荒山秃岭，采伐较轻的派生为天然次生林，幸存

下来的原始残林成为阏叶混交林及阚针混交林。建国初期，成立了营林机构。实行封山

育林，森林得狲一定的恢复·1958年筹建林业局以后，虽然采取了次生林扶育改造和更

新造林等培育措施，但是扣由于长期过量采伐口。森林生态环境还没有恢复到建局初期的
’

水平。 ．：．．．． 。

本局森林资源现状。全局有林地面积99，573公顷，蓄积770．7万立方米，疏林地面

·积24，966公顷，蓄积131．4万立方米，散生木蓄积59．63Y立方米，活立木总蓄积961．7万立··⋯1

述．



方米，森林覆盖率为60％。

本局森林资源特点是。天然林多，人工林少，幼、中令，近熟林多，成过熟林少I用材林

多，其它林种少，阔叶树多，针对树少I林分单位蓄积少，在成过熟林中，可采资源少。

本局现有6个林场，7个森林经营所’3个贮木场，1个木材加工厂，3个汽车队’1

个国营木材综合利用厂·还有森调队、机修厂，基建工程处、路电队，集体企业公司，．

职工医院等35个基层单位。企业中共有职工户数6713户。总人口为29359人，职工人数

为7835人，其中，固定职工为7001入。主要动力设备377台，生产机械化程度为85％，

3级以上公路总长度为151公里。 一
一．．

，． 1959年7月建局以来，各项生产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截

止到1985年统计j上缴税金3160万元。工业总产值为334，842千元，更新造林面积为

7'34，119市亩，育苗面积为8，818市亩，次生林抚育改造面积为523669．5市亩，次生林

抚育出材量为598，802立方米，采伐面积为1{，704，200市亩，采伐出材量为6，612，104立

方米，运材量为5，886，592立方米，锯材产量为456，811立方米，木材产量为5，433，568立

方米，基建完成投资额为6，760．3万元，房屋建筑面积为219，991平方米，其中，住宅为

107，540平方米。文教事业也大有发展，截止到1985年，全局发展到4所中学，13所小

学。在校学生，小学生为4089入，初中生为2260人，高中生为681人。考入大专院校的

为109人，教职工员人数为663人。其中教员为484人。医疗卫生事业’全局现有医院1

个，医疗站19个，床位85个，医疗机构职工人数计213人。其中，中医师4人、西医师

39人，医士41人，护士73人，其他技术人员14人。 。，

、

经过27年的建设，全局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项生产建设初具规模，为本局进

·步发展林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林业局局址设在海林镇内，加重乏企

业木材和烧柴管理等社会性负担。·。、 r· j、r

全局施业区内含39个镇的34个村，84个屯，农村耕地面极10，015公顷，农业．人口

32，599人。这些农村居民为本林业生产建设提供了补充劳力，但是他们居住分散，．农材

交错，因而加大了本局林政和护林防火的工作量。 ．‘

。

海林林区人民．在抗日战争和剿匪中，积极支援抗联，并参加剿匪活动，为林区的解

放做出了贡献。1947年东北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区二团为消灭“座山雕"残匪。由侦察

排长杨子荣只身打入威虎山，．里应外合，一举活捉了座山雕。《林海雪原》中的夹皮沟

和威虎山，均在本局境内，威虎山已被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入《中国名胜词典》。
． 本局具备发展林业，建设用材林基地的自然、经济资源等多种优势。结合建局27年

来生产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今后的林业建设发展方向必须以培育森林，恢复和保持森林

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中心，在全面发展营林事业的基础上，使木材生产、综合利用，多种

经营，林区，社会建设得到伺步增长。通过主伐，扶育、改造多条渠道生产木材。要把

采伐作为育林的手段，把育林作为采伐的前提。真正做到采育结合，实现森林资源越伐

越多，越伐越好。营林生产。首先，要加强天幼林，壮林和人工林的扶育管理，提高林

分质量，促进林木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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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林业局意 大事记

大‘事。记

’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一侵略中国的鼻中H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签订以后，、H本木商在东北投资采伐者二

十余处，海林附近即有口东拓会社彦投资470万元，从事采伐经营。
’。 。一

·’’． ．·．1
t． ： ；一 -'

．_ ÷I、’
．0． ，d‘ ．：．：咛f^I：；．} ‘：‘

、
1906年(清光绪三十=年) 。’．<．、一：·：o

J

5月19日，帝俄木商司林钦，开始经营治山车站号杆以东沿铁路10华里，铁路两侧

各20华里，共400平方华里的治山林区。
．t．·¨·．⋯．．．√ ．：： ．· ．，·

、 ．_．I一’．?‘：；j HI·．t～ll_’·I，，”，。

1909年(宣统元年) ’， i、‘．：‘
●●●-，1。，‘’—一

。8月17日，吉林省花翎候补道杜学瀛与中东铁路局代表少将霍尔瓦特和中东铁路局 ．

局长，对华交涉代表达尼艾里，分别代表双方签订了口吉林省林场营业契约嚣，中东铁
。

路局开始经营东部林区。±亘型堑叁坌雯塑生壅堡墅旦堡堡．工煎遒塑量整垦笪墨垡墅萱
权。 ．

一 ’

． ．．!垒!皇冬‘民国八年)、i
7

；·· 2月12B；中日资本家计议组织中东林业公司，采伐横道河子至五问的森林。同

年，松江省铁路局堂壅塑至坌旦壅堡壅塑兰至!!坌里丝盟堡=堑盎盐堡堕：全丝4生公里e

1922年(民国十一年) 。

‘。

；．-9月17日，司林钦公司将治山林区的采伐经营权转卖给中东铁路局。_‘。
·

．． H I。l J，．¨。．一．fP‘，o。’j。r’t，_
’

192T年(民国十六年)
、

5月，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在横道河子成立了横道河子支部。

矿‘f一．．、．，。．。 ．．

．．

． 一I．．_、．j：√．’’．j j：^名。j一，‘

， 1931年(民国=十年) 。∽，：‘．-，j。

靠九叫P事变后，中东铁路被日寇接收，原属中东铁路局的各林区，也随路权转
让给日本人经营。
．．。．1， ．．

_： ．、：．、一、．j‘：．‘；一 ～‘，}}，．；l‘、t ii。
．‘ 。．．J ，j ，1，

、

+、
。‘ ’‘ } ～ ’’f于‘·；l’ t l‘u

‘卜、” 。。，．．桦j— r．。，’19sa年．(民国=十二年)。．’：‘～ot jo哆．入t卜}

5月，中共满州省委吉东局在横道河予设立了交通站。
‘·。‘：o?·：‘：’L·“：⋯·o

蛆i您月，日本人近藤公司与卡瓦利斯基签订了租赁契约，取得了横道河子林区的采伐
‘

经营权。、it 1、1一· ： 、．· c 一·一‘?? 1一““。。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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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民国二+三年)

近藤公司在横道河子投资60万元，开办制材厂，每天可制材8，300立方尺。

同年，日本为实现长期占据东北，掠夺森林资源的目的，对东北大部分森林包括张

广才岭的海林林区等地，进行航空摄影调查。 ⋯． ．

．1939年(民月=十八瘁)，

．牡丹江营林罨查横道至互子，山市，头遭河子等地送童工塞业厨，负责各所的林政管
理工作。 ．．

‘

“．．．，__‘

1938年至1939年，横道河子事业所官砍木材43，704立方米j山市事业所官砍木材

21667立方米。 。。

l 、 ：，， ： ：：
”

：二1’

1940年(民国=十九年) 。

1939年至1940年，横遭河子事业所官砍木材80000立方米；山市事业所官砍木材20000

立方米。 i

．

一 ：．j、@4s拿(Rm-+mA‘) ．．

一矗八·一五黟光复以后，．奎些塑耋里盒墼婆省整亟屋在毯遒迥王羹堂：蛔壬箍复
量史

“

。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j垃如堂道河予棼笋罨改移黄裢墨，负责横遭河予林区的林政管理和护林防火等项
工作·

一一． 。，?：v_ 。． 。．

， ．一 ∥-·
‘：

1947年(民国兰十六年)

12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根据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将原俄商司林钦林区(今治山

经营所施业区)划归中东铁路局采伐。 ．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松江省森林工业总局牡丹江森林工业管理局在赞遒疆王建横道河亍蕉釜厨和横道河
子森铁局。 · ～

j璺量O氧

5月，今海林林业局二十二施业区30公里处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蔓延到大石沟，形

成了树冠火，燃烧持续了7天。当时海林县组织T1000多人扑救，未能扑灭，直到降了

大雨，火才全部熄灭。

同月，海林山市种奶牛场杨木顶子发生森林火灾。由地表火形成树冠火，火势蔓延

到今海林林业局的奋斗，密江、道林3个施业区。海林县组织群众1000多人扑救了十几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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