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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林业志》第一卷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本溪林业史上值得庆幸的大

事。

林业的百年春秋，是一幅历史画卷。画卷展示了本溪林业的是非曲直，盛衰

起伏，辑存了本溪林业的历史和现状，记载了本溪人民保护建设森林的丰功伟

绩，总结了开发利用森林的经验教训。修志存史，功在千秋。林业志有着资治、教

化、存史的特殊功能，它着眼于历史，尊重于事实，有利于当代，惠及于后世。

本溪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开发较早的山区市。自1906年设县管林以来，

迄今已有百年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本溪人民在中共本溪市委、本溪市人民政

府领导下，为保护和建设森林资源进行了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了多

少风雨，跨越了无数坎坷，／',-'frJ的思想认识才从掠夺式采伐进化到采育结合，再

从追求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上升到建设发达的林业产业和完备的生态

林业。这一观念的转变，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的，由林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

的，更是本溪人民在发展林业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思想观念的转变，带

来了林业的不断发展．本溪森林覆被率从建国初期的51．1％提高到1997年的

69．4％，成为辽宁省首批绿化造林达标市。今日的本溪，有蓝天、碧水、青山、沃

土的生态环境，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良好的森林植被和坚持

不懈的林业建设功不可没。

《周易》中说：“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本溪林业志》一卷，从改革开放新

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本溪林业的整个历程，对大量资料进行了真与伪、是与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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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力求入志资料真实可信。这是众手成志，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溪林业志》

一卷的出版，对于参与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是一种收获后的欣慰；对于关怀和

支持修志工作的单位及领导、专家、学者，是一种回报与谢意；对于为本溪林业

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则是一种铭记与感念!

因时间仓促，撰写人员精力有限，加之年限久远，因此志书疏漏、甚至谬误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指正。

2007年1 1月



编者按

《本溪林业志》第一卷，历经十余个寒来署往，终于成书出版。

本志书自1897年至1997年，历史跨度一百年，实事求是的记述了从晚清、

民国、东北沦陷、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各个历史时期本溪林业的基本状况和

发展变化。

在编写《本溪林业志》第一卷过程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经过筛选、编辑、修

改、审定等编写过程。本志书从1995年开始，时任本溪市林业局局长何国昌就

安排林业高级工程师那永赫负责编撰工作。到1997年因退休而停止撰写工作。

2005年王克明局长再次聘请那永赫继续承担编撰工作。2006年10月那永赫病

故。聘请原林业局副局长景玉良续写。于2007年9月完成初稿，10月报送市地

方史志办公室审定。于2007年12月完成志书编撰工作。

《本溪林业志》第一卷，是在搜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在编写过

程中承蒙辽宁省林业厅、本溪市档案馆、本溪市统计局、各县(区)林业局等单位

大力支持，林业系统老领导热心提供宝贵资料，在此深表感谢!

《本溪林业志》第一卷，由于历史跨度较长，资料缺乏，不同时期的机构和林

业政策变化频繁，加之编写力量和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出现疏漏和错

误，敬请指正。

编 者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溪林业志》一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

是地记述了本溪地区林业的历史演变，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取

得的建设成就，体现本地区林业特色，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

二、断限。上限起于1897年，有些内容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997年；跨度

100年。

三、地域范围。《本溪林业志》一卷，原则上以1985年底本溪行政区划为准，

对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内事物的记述，均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界定，一般泛

指时称本溪地区。

四、纪年。清代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中华民国和东北沦陷时期采用民国

纪年，以上均括注公元纪年。鉴于本溪解放战争时期本溪地区解放区国统区并

存的实际情况，1945年9月3日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体例与结构。《本溪林业志》一卷为本溪林业资料书。志书体裁包括述、

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结构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采用横排门

类，纵述史实的编写方法。

六、称谓。《本溪林业志》一卷记述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称谓，首次出现时加

职务称谓，其后一般直书其名。历史各时期的机构、党派、军队、职官等称谓，除

日本扶植的伪满政权的机构、党派、军队、职官等，称谓前加“伪”字外，均按当时

名称书写，不冠褒贬之词。地理名称均以当时称谓为准，括注今名称。为简化行

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除特殊情况外使用全称，一般以“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



成立后”代之。

七、语言文字和计量单位。《本溪林业志》一卷采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记述，

按规范要求使用简化字，各种数字和计量单位均按标准书写。

八、币制。鉴于本溪清末以后各历史时期使用的币制较为复杂，且有些币

制无法换算成现代法定币制，因此各专业志中新中国成立前出现的币制均为当

时的币制，新中国成立后的币制，一般情况换算为第二套人民币。

九、数据资料。本志所用数据资料，原则上采用辽宁省林业厅、市统计局、市

林业局公布的数据，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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