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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武警黑龙江省森林警察总队大兴安岭支队志》在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黑龙江省森林警察总队组建50周年、列入武警序列10周

年之际，与广大官兵见面了。她是这支部队组建以来的第一部行业

志。 ．

{

大兴安岭林区作为中国面积最大、林木蓄积量最多的重点林区，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堪称“绿色宝库”。30多年

来，武警黑龙江省森林警察总队犬兴安岭支队为保卫这片宝贵广袤

的大森林和林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支部

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广大官兵风餐露宿，艰苦执勤，奋

战火海，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尤其是在1987年扑救震惊中

外的“5·6”大火战斗中，参战官兵勇猛顽强，浴血奋战，以专打大仗、

恶仗而名扬火场内外。在著名的盘古保卫战、’八里湾围歼战、绣峰阻

击战中，广大官兵舍生忘死，冲锋在前，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

峻考验，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弘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战斗”的火场精神，被国务院、中央军委誉为“灭火尖兵”、“突击队”

1 988年部队列入武警序列以来，全支队官兵按照江泽民主席“政

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五句话总要求，

团结一致，奋发向上，按纲建队。部队思想政治基础更加牢固，军事训

练扎实有效，部队管理日趋正规，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基层建

设稳步发展，部队建设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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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编纂这部大兴安岭支队志，旨在回顾历史，缅怀过去，以光

辉业绩激励后人，以经验教训资鉴于部队建设，把部队建设不断推向

新的发展阶段，激发官兵不断进取的昂扬斗志。此书既是这支部队发

展过程的真实记录，又是一部生动形象的传统教育和业务学习教材；

既是让世人了解这支部队的主要依据，又是一部部队建设的丰富参

考资料。志书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从自然概况、建制编制、林火预防、林火扑救、警务训练、党

团组织、政治工作、后勤保障、荣誉、人物等方面分10篇、37章、1 59

节，共48万字。修志过程中，所有编纂人员以尊重历史、科学严谨的

态度，力求做到史实准确，取材广泛，科学组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各级领导给予重视和支持，使修志工作顺利进行。支队被评为大兴安

岭地区1 997年史、志、鉴工作先进单位。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省森警总队史志办、大兴安岭地区史

志办、犬兴安岭地区防火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郭玉辉等一

批老森警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

由于有些历史资料遗失，无从查找，加之编纂工作实属初次尝

试，本书难免有遗漏和欠缺之处。那就将本书作为部队修志工作的基

石吧，让我们共同期盼更新、更全、更好的新志诞生!

大兴安岭森警支队政委 张维国

大兴安岭森警支队支队长 贾宝世

一九九八年八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篇和附录组成。概述，综合地叙述了建队32

年的历史概况；大事记，记述了建队以来的大事、要事；各篇，设自然概况、建

制编制、林火预防、林火扑救、警务训练、党团组织、政治工作、后勤保障、荣

誉、人物共10篇、37章、159节，横列门类，纵述史实；附录，择辑了报刊文

章和部队轶事。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编纂始末，不设章节，不

列篇序。

二、本志遵循“立足当代、追溯历史、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肌的原则。上

限从1966年开始，下限到1998年中，但某些部分有所上溯，以便说清史实情

况。

三、本志以文为主，以表、图为辅，志前装帧部分照片。文体：概述，有

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相结合；其余各篇采用记叙文

体，只记事实，不加评述。

四、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史家通例，记至营职以上且在部队故去的

警官；凡在部队因公牺牲和非正常死亡的干警，均收入本志。

五、本志资料，以支队档案室各类资料为主，以个人提供的文字资料、口

碑资料为辅。同时参阅了《黑龙江省森林警察总队志》的有关数据。为节省篇

幅，均未做出处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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