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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岭区志》五经寒暑，三易其稿，终于付梓成书。可谓带

岭林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o

+志书，古称“一地工具之书”，“博物之书”，具有资政、存

史j教育三大作用。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盛世修志”乃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然而，+编修一部

社会主义新志，特别是象《带岭区志》这样政企合一的林区地方

志，更是一项既无系统资料可稽，，又无现成蓝本可鉴的新事物、

新工作，难度颇大，使命维艰，须勇于探索，慎始而敬终。

几年来，我们在区(局)党委和区政府(局)的领导下，在

省市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区(局)有关部门、单位的支持下，

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致力于这部

志书的编纂，力求全面、准确、系统、科学地记述本区自然面貌

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以期借鉴历史经验，引出规律性的认识，使

人们读后鉴古知今，思想升华。我们相信它将对我区(局)的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带岭地处小兴安岭南麓，伊春市西南部，绥佳铁路中段，交通

便利，资源丰富。日伪统治时期，将这里辟为森林经营的“文化

设施作业区”和天然林实验林区。建国后，国家在此建立林业现

代化综合科学实验纂地，林业干部培训基地，对外开放，旅游观

光基地口

多彳



解放以来，以张子良为代表的历届领导带领广大

民、知识分子和干部，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开拓前

岭的繁荣昌盛，为开创一条中国式的林业发展道路，

鞠躬尽瘁，贡献了宝贵年华。他们用聪明才智和辛勤

量的多方面的科学实验，营造了一片片新林，培育出

周恩来总理的“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夙愿正在变为

的光辉业绩已载诸史册，千山万壑，河谷平川，到处

绿色的丰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人民坚持执行搿改

搞活”方针，生产进一步发展，经济更加繁荣，职工

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安居乐业，奋发向上，新兴的

加欣欣向荣。

本志书搜集资料工作始于1982年，执笔则自1986

写过程中，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地方

长王文举同志，三次来带岭热心指导；省森工总局志办领导及

《伊春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侯保年，宋益和同志，参

加了《带岭区志》的审定工作。同时，我们还得到许多兄弟单位

和许多老同志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资料不足和编辑人员力量有限，加之时问仓促，疏漏不

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扩评指正。好在已有开端， 弥补有

期。我们寄望来者把带岭建设得更加绚丽多彩；更望下一代修志

者后来居上-o

带岭区志编审委员会

198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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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地方志书，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至少已有千余年的

历史了。由于我省开发较晚，旧志成书不多，流传不广。虽然是

老传统，对我们来说却是知之甚少；至于曼口何编写新志书，更是

个新问题。这部《带岭区志》就是探索的产物o

经过几年的探索，方志界的大多数的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

们认为：地方志是以其特殊的体裁，记载一定地域内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

集。其价值就在于提供有系统、有组织的科学资料，从而有效地

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后人积累史料。

我们认为：只有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科学资料，才能准确

地提供反映带岭这一特定地域的情况，使我们在党的十三大精神

的指引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在带岭地区是如何

反映的。但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I,1,．1982年开始修志，到现在已

经六个年头了，这期间全体修志人员，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查

阅了大量的资料，经过多次的反复研究，三易其稿，现在虽然定

稿付印，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除了资料的组织上尚欠功夫外，

主要是缺乏系统的资料，有些是无法查找了，有些则可以在续志

中补充。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想使这部志书提供有系统、

有组织的科学资料，必须在加强志书的整体性上下功夫。带岭这



王文举

1988年4月9日



凡 例

一、 《带岭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带岭的历史和现

实各方面情况。

二、本志所叙述内容，上限始于1937年，下限至1985年末。

三、本地区为“政企合一”的体制，定名为《带岭区志》，

编目安排与编写方法兼采县志与企业志两种体例。
、

四、为使读者对本地全貌有所了解，在志书篇首设立《概

述》、 《大事记》为全志之纲。

五、本志单独设编，编下设章、节、目，共设立了《地

理》、 《森林经营》、 《木材采运》、 《林产工业》、 《科学实

验》、 《工交邮电》， 《社会》等13编，617章，共计310节。

六、本区历次政治运动和在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均记入

《大事记》，不另立章节o

七、为突出地方特点，本志中的《森林经营》、 《木材采

运》、 《科学实验》等编所述内容，均属林业实验局专业志范

畴，亦为本志书重点篇章。

八、本地开发较晚，人文语言、风俗习惯，多受外地影响。

故本志未加以详述，仅在《社会》一编内作简要记述。 ．

九、本志采用分类纪事本末体，有记、传、录、图片、表、

照片及编年体的《大事记》o均以语体文记述。

十、志书材料，大部分来自各基层单位和各职能部门提供的

史料。一部分录自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和北京图书馆、档

案馆与本区(局)档案室的档案材料。限于篇幅，资料未注明出

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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