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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真实记录泉阳林业局创业发展史的(<泉阳林业局志》，经过编辑人员几年的辛勤工

作，现已编修成书，这是泉阳林业局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省林业史志工：作的又

一丰硕成果，在此，表示热烈地祝贺l并向从事编纂工作的同志致以衷心谢意l

泉阳林业局是一九五九年建局的，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三十多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局广大职工，家属和青少年学生，在开发建设长白

山国有林区中，艰苦创业，图精励治，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企业

也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建设成拥有万名职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森林工业企业。

《泉阳林业局志》内容车富，资料翔实，全面地记载了该局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卫生等各项工作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历程，也客观地记录着森林资源，河流矿藏，气

象天文等珍贵的资料，堪称一方信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

富。

编志修书，以史为鉴。《泉阳林业局志》必将为泉阳林业局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

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和资治依据，也是对林业后代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好教材，我们一定要珍惜它，并在治危兴林再创业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激

励人们，教育人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荦二 ’

矛吃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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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

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地记载泉

阳林业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情况。力图使志书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一

代信史。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起建局始年，即1959年8月10日，下至1985年末，共计二十六

载。至于概述篇和地理篇中非作历史追溯不可的，则作必要的历史追溯。

三，本志依据“详今略古矽，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记述建局以来各个时期

的社会主义建设内容。突出林业企业的特点，以记述事实为己任，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四、本志遵循以事系时的原则，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排竖写，横竖结合，以横

为主。唯大事记用编年体，以时系事竖排竖写，大事不漫，要事不遗，只记不述。
、 五，本志分开篇，正文和编纂始末三个部分，共18篇。以概述开篇，正文则立大事

商，地理志，机构建制，木材生产，营林事业，林产工业多种经营，基本建设，集体经

济，经营管理、科技，生活福利、政党群团，政法武装，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篇。

六，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采用志，记、图、表，录，鼍等几种形式。图、表、

注均随文附载。

七，本志的资料主要来自本局档案室以及局内各有关部．一和采访所得。对日碑资料

以多证为主，孤证，’街谈及含混无宗者概未入志，共使用各类资料400万字。

，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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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吉林省泉阳林业局位于长白山西北麓抚松县境内。地处东经127。02'至127。53'，北

纬42。177至42。387。属长白山林区腹部，东-h露水河林业局交界，南与松江河林业局接

壤，西与抚松县抽水林场相毗邻，北与红石林业局隔二道松花江相望。根据1985年调查

’测定，全区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35公里，总面积1115．26余平方公里。局址设在

抚松县泉阳镇，距抚松县城47公里。所辖经营区基本为长白山河源丘陵地带。海拔在=F

米以上的马鞍山，’青顶予山，影壁山屹立在经营区的东南部，构成全区由东南向西北逐

渐低下的地势。’头道松花江和=道松花江三面环绕，数条河流纵横全区构成水系。全区

位于北温带和寒带之间。冬时漫长寒冷且多雪，夏时短促温热且多雨，属亚温j带大陆性

。气候。一年之中寒暑变化明显，降水集中，年平均气温摄氏2．6度左右，年降水量平均

‘930毫米上下。土壤分布有灰棕壤土，自浆土，冲积土，沼泽土，草炭土等。肥沃的土

壤，适宜的气候，充沛的雨量，滋养了丰富的森林资源。

区内生长着红松，水曲柳，黄菠萝，胡桃楸等珍贵树木，盛产人参，天麻，刺五

加，贝母等名贵药材和木耳，蘑菇，薇菜等无数山珍，繁衍栖息着东北虎，梅花鹿、紫

貂，水獭，林蛙等珍稀动物。地下蕴藏着金，铜、铁，煤，石英、云母、硅藻土，耐火

粘土，磷，泥炭等多种矿产资源。’

区内和整个长白山区一样，很早就有人类进行渔猎和采集等生产活动，大方顶予

t面就有辽金时代的遗迹。
?

。白山黑水之间，素有绿色宝库之称，古称“窝集" (通古斯语，老林之意，即大森

林)。而这些大森林又以长白山为最。

，原始森林的生长，也蕴藏着无数次地多方面地演变。风火雷电，病菌腐蚀，昆虫侵

害，鸟啄兽啃，都会造成林木的毁灭和损失，形成森林的逐渐演变和变迁。而长白山森林

直至清代仍保持其原始状态。据1897年Ⅸ富之满洲》一书描绘长白山大森林的景观时

说。 “森林多拔地撑天，林木茂密，参错罗列，苍苍郁郁，远望之恰如漫天黑云，横遮

眼底⋯⋯。而松柏及各种大树皆以类相从，形成纯林，决不杂之矮木，尤为可观’’。另

有史书也写道； “丛林密树，鳞次栉比’’， 搿车马横过不见天日者，三百余里’’，：“其

中万木参天，彼此联络，间不容尺黟。“所产林木，葱郁连绵，荫蔽千里，蓄积丰富，

自古人迹罕到，都为天然状态。其树种针叶树占十之六，以红松，鱼鳞松、落叶松为

多，阔叶树占十之四，以柞木，椴木，杨木为多"云云。

清朝时，全区被视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康熙十六年颁旨封禁，“禁伐林木，采

矿，渔猎，农牧秒，时达200余年。这在客观上保护了这片原始森林。但是，到了119世

纪末，清朝政府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和财政危机，颁布了《大清辽东拓民开垦条例》，全

区也就随着开禁，便有更多的人涌入进行渔猎、挖山参，种园参和农耕等生产活动。沿



江两侧有流送条件的地方，出现了砍伐森林的“木帮，，，从事原始的“拔大毛"的采伐

木材的活动。这从一些地名的来源，如车家小山、鄂毛顶子，蒲眷河、素拉沟(详见本志

《地理篇努)，足可证明，人类在本区内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历史。

到了民国初年，进入区内从事各类生产活动的人成数倍的增长，先是在气候较暖的

西部，继而在各个山头和漫岗，大面积的毁林种参，种粮，亦有种植罂栗。

但是，抚松县有的资料记载，当时，县内仍是十分之七森林茂密，拔地参天，每有

三百年以上之树多系梁美材"。 ．√ ．二

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统治时期，他们为了大量而长期的掠夺

森林资源，设置了抚松营林署等专门机构，组织了若干“木帮"和若干“开拓团"等大

量人员(区内还有三、四、六、七等开拓团，每团千余人)，进入林区，对生长茂密的

原始森林中的优良树种如红松等，进行疯狂的掠夺，破坏性的砍伐(只取树的胸腰部)。

全区仅存部分斧斤未入的原始森林外，大部分被毁坏成为疏林地，无林地或杨桦林。仅

据伪康德三年至六年的不完整的统计，抚松营林署采伐各种木材竟达22万余立方米。当

然这个数目远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所掠夺和破坏的森林资源的确切数目。

上述毁林不还林，砍树不植树的毁坏性的生产和掠夺。所造成的大片和多处的荒山

秃岭，残破林相，低价天然次生林，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掠夺中国森林资源最无可

否定罪恶历史写照，也是人类不顾生态保护，乱砍盗伐恶果的记录。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曾有伪时“采伐组合”的把头高德玉组织一些人在区

内采伐木材，不久即归我“利华木材公司弦经营。1949年3月，撤销“利华木材公司"I

由辽东森林工业管理局设立抚松分局，下设二个作业所，一所设于北岗屯，二所设于二

道石立子河。当时，仍是“拔大毛，，的采伐方式，只取树的胸腰部分，只采不造，手工作

业，，畜力集材，编排顺江流送木材去吉林市。据史料记载，这期间共运出木材8万立方

米左右。 ，

全国解放后，为了保护和发展森林，于50年代初，在苇沙河，北岗，抽水，榆树，

大东、。二道松江河，大顶予等地，相继成立了护林队，护林站，经营所等组织或机构，

开展了护林防火和造林育林等项工作。 r

国家为了开发利用长自山的森林资源，早在1951年至1953年便对泉阳林业局经营

区做了森林经理调查，并编制了包括泉阳林业局在内的《长自山森林经理施业案》t

1955年由吉林省森林工业管理局勘察设计院进行了长白山林区开发利用规化的外业勘

察，并编制了开发利用总方案。1958年进行了森林工业局的总体勘察规划设计，予

1960年提出了泉阳林业局总体设计，并得到国家批准。其总体设计规划为，森林资源

基地是由原杖森林经理调查施业案努的苇沙河，头遒砬子河施业区的全部及二遭松江

河、三道砬子河施业区的一部分，共4个施业区，1329个林班，t 2553个小班组成，．划分

为13个林场。经营总面积为15．7858万公顷，总蓄积为1613．614万立方米，总投资为

9，331、1万元，年生产商品材30万立方米，年生产成材5万立方米的制材厂1个，年生产

胶合板l万立方米的胶合板厂1个，年生产纤维板1．5万立方米的纤维板厂i个。另有年产

松香300吨的松根浸提厂和年产烤胶200吨的烤胶厂各1个。 ．． ．．．

、泉阳林业局(原名砬予河林业局)是一边建设一边生产，从1959年开始筹建．．



●

t

·．j。经过1962年的短暂缓建，1963年恢复建设到196§年即达到设计年产量30万立方米的

生产能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冲击破坏之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搞

活"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取得了很大的生产建设成就。到1985年，共投资6。，175．88万

元，生产木材514．2万立方米，销售收入47，183．1万元，上缴利税6，975万元，迹地更新

和荒山荒地造林521，992亩，早期植的树，业已郁蔽参天，成为优良的后备资源。

25年来，基本上建成了以营林为基础，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林业

企业特点的企业体系。 ．

营林有苗圃，’科技站、气象站，四个经营所和森林防火组织及设施。-t
木材生产有9个林场，汽车运输管理处和贮木场。：· ¨ ．．’一． ．

基本建设有房舍建筑工程承包公司和线路工程承包公司。‘

林产工业有制材厂和木材综合利用厂。 ．t ， ，。 l一 ．

多种经营有人参种植，啤酒厂和畜禽养殖公司。

生产辅助单位有机械厂和路电队。

集体经济有营林生产，木材加工、人参种植，商店，饭店等等。

教育有小学ll所，初级中学2所，高级中学1所。。

医疗卫生有职工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15处卫生所。

职工生活福利有房舍维修队，商店，敬老院，托儿所，浴池和幼儿园等等。

泉阳林业局的发展建设，经历了一个艰难路程，而这艰难的路程，今后还要继续走

一个时期。艰难之处就是“资源枯竭，经济危困”。原设计年产木材30万立方米，并按着

这个设计投的资，配置的设备，建立的机构，招用的人员，搭的架子，铺的摊子。但是，

由于资源不足，年产木材刚刚达到30万立方米不久，便逐年下降到20几万，10几万，甚

至更少；这种投资，设备，人员，机构逐年增加，木材产量却逐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

必然带来经济危困的恶果。

造成资源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四条，

第一，从生产实践中发现全区的实际总蓄积量低于原资源调查资料提供的总蓄积量

20％左右，原设计所依据的资源资料脱离实际，缺乏科学基础，酿成了先天不足。

第二，人为大量减少规划设计中的森林总面积和总蓄积量。建局后先后规划给地方

漱林面积4．73638万公顷，蓄积190．655万立方米，使全区总面积缩小28％，总蓄积减少

16％。再有白山水库淹没森林蓄秘266，050立方米，’这可谓后天病患。

第三，盲目地追求高产，超产，发现了资源不足的状况，又没有及时地适当降低产

量，多年处于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势态。加之在局的建设尚未完成，生产部局尚未合理

’’。辘开的形势下，过早的追求达到设计产量，甚至超过设计产量。结果是硬拼资源，最先

使东部蓄积量多，树质优，运距近的资源消耗殆尽，一时获得效益高，成本低，利润多

的好势头，但也为后来到西部蓄积量少、树质劣、运距远区域生产，种下了一个效率

低，成本高，利润少，以至亏损的苦果。 ，

’

第四，区内人口急剧增加，大面积的毁林种参，种粮。在五十年代，全区人口不足

万人。参地，农田不足万公顷。到八十年代全区内人口剧增至暑9，000人，参地，农田竟

达42，125公顷。．加之砍树不植树，毁林不还林，造成荒山秃岭600余公顷。 烨



．．由于上述原因，使泉阳林业局走进了低谷，资源锐减。木材年产量一降再降，林产

工业项目“黄一了又“黄芹，经济效益跌而复跌。

根据1984年的资源调查资料表明，全区总面积仅有111，526公顷。除去其中的参

地、农田，村落、河流、道路，不宜林地等非林地外，有林面积仅87，28 O公顷。且叉

大部分是中龄林和幼龄林，木材总蓄积量仅有1300．6073万立方米。而且，可采量仅有

256万立方米．
‘

：

局面是严重的，但是可以改变的，困难是很多的，但是可以战胜的，道路是艰难

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

我们要遵照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落实搿以营林为基

础，采育结合，综合发展，全面经营’’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林业企业的方针，发扬企业

精神，同舟共济，艰苦创业，群策群力，团结奋斗十年八载，一定会走出低谷，攀上高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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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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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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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1)

地理篇

第一章 地理位置⋯⋯⋯⋯⋯⋯⋯⋯⋯⋯⋯⋯⋯⋯⋯⋯⋯⋯⋯⋯⋯⋯⋯(15)

第一节 位置，面积⋯⋯⋯⋯⋯⋯⋯⋯⋯⋯⋯⋯⋯⋯⋯⋯⋯⋯⋯⋯⋯(15)

第二节 局址，场址及区域划分⋯⋯⋯⋯⋯⋯⋯⋯⋯⋯⋯一⋯⋯⋯⋯(15)

第=章 地质 地貌⋯⋯⋯⋯⋯⋯⋯⋯⋯⋯⋯⋯⋯⋯⋯⋯⋯⋯⋯⋯⋯(17)

第一节-地形，地势⋯⋯⋯⋯⋯⋯⋯⋯⋯⋯⋯⋯⋯⋯⋯⋯⋯⋯⋯⋯⋯(17)

第二节 地质，土壤⋯⋯⋯⋯⋯⋯⋯⋯⋯⋯⋯⋯⋯⋯⋯⋯⋯⋯⋯⋯⋯<17)

．1．第三节t 山峰，沟谷⋯⋯⋯⋯⋯⋯⋯⋯⋯⋯⋯⋯⋯⋯⋯⋯⋯⋯⋯⋯⋯(18)

‘第四节 c河流，水系⋯⋯⋯⋯⋯⋯⋯⋯⋯⋯⋯⋯⋯⋯⋯⋯⋯⋯⋯⋯⋯(21)

t7第三章 气象⋯：⋯⋯⋯⋯⋯⋯⋯⋯⋯⋯⋯⋯⋯"．⋯⋯⋯⋯⋯⋯⋯⋯⋯“(23)

第四章 野生植物资源⋯⋯⋯⋯⋯⋯⋯⋯⋯⋯⋯⋯⋯⋯⋯⋯⋯⋯⋯⋯⋯(24)

第—节 森林资源⋯⋯⋯⋯⋯⋯-．．⋯⋯⋯⋯⋯⋯⋯⋯⋯⋯⋯⋯⋯⋯⋯(24)
一 第=节 其他野生植物资源⋯⋯⋯⋯⋯⋯⋯⋯⋯⋯⋯⋯⋯⋯⋯⋯⋯⋯(38)

、第五章 野生动物资源⋯⋯⋯⋯⋯⋯⋯⋯⋯⋯⋯⋯⋯⋯⋯⋯⋯⋯⋯⋯⋯(39)

第一节 昆虫类⋯⋯⋯⋯⋯⋯⋯⋯⋯⋯⋯⋯⋯⋯⋯⋯⋯⋯⋯⋯⋯⋯⋯(39)

第二节 圆口类⋯⋯⋯⋯⋯⋯⋯⋯⋯⋯⋯⋯⋯⋯⋯⋯⋯⋯⋯⋯⋯⋯⋯(40)

第三节 鱼类⋯⋯⋯⋯⋯⋯⋯⋯⋯⋯⋯⋯⋯⋯⋯⋯⋯⋯⋯⋯⋯⋯⋯⋯(41)

第四节t一两栖类⋯⋯⋯⋯⋯⋯⋯⋯⋯⋯⋯⋯⋯⋯⋯⋯⋯⋯⋯⋯⋯⋯⋯(41)

第五节 爬行类⋯⋯⋯⋯⋯⋯⋯⋯⋯⋯⋯⋯⋯⋯⋯⋯⋯⋯⋯⋯⋯⋯⋯(41)

第六节 鸟类⋯··：⋯⋯⋯⋯⋯⋯“⋯⋯⋯⋯⋯⋯⋯⋯⋯⋯⋯．．．⋯⋯⋯(41)

第七节 兽类⋯⋯⋯⋯⋯⋯⋯⋯⋯⋯⋯⋯⋯⋯⋯⋯⋯⋯⋯⋯⋯⋯⋯．．．<42)

第六章 ，矿产资源⋯⋯⋯⋯⋯⋯⋯⋯⋯⋯⋯⋯⋯⋯⋯⋯⋯⋯⋯⋯⋯⋯⋯(43)

第七章， 乡镇村屯、人口交通⋯⋯⋯⋯⋯⋯⋯⋯⋯⋯⋯⋯⋯⋯．．．⋯⋯⋯(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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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制篇．．
，

第一章 林业局机构沿革及隶属关系演变⋯⋯··?⋯⋯⋯⋯．⋯⋯⋯⋯⋯．．(51)

第二章 局行政领导人更迭⋯⋯+：。⋯⋯⋯⋯·：⋯⋯⋯⋯⋯⋯⋯⋯⋯⋯⋯(51)

第三章 ’科室设置及演变⋯．．：⋯⋯⋯⋯⋯⋯⋯⋯⋯：⋯⋯⋯⋯⋯⋯⋯⋯．．(52)

第四章 基层单位设置及演变⋯⋯⋯．．．⋯⋯．．．⋯⋯⋯⋯⋯⋯：⋯⋯⋯⋯．．(55)

第一窜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营林事业篇

机构沿革⋯⋯⋯⋯⋯⋯⋯⋯⋯⋯⋯⋯⋯⋯⋯⋯⋯⋯⋯⋯⋯⋯⋯(59)

采种育苗⋯⋯⋯⋯⋯⋯⋯⋯⋯⋯⋯⋯⋯⋯⋯⋯⋯⋯⋯⋯⋯⋯⋯(60)

更新造林”⋯⋯⋯⋯⋯⋯⋯⋯⋯：⋯⋯⋯⋯⋯⋯⋯⋯⋯⋯⋯⋯⋯(62)

森林抚育⋯⋯⋯．o．0 0 oo 0⋯⋯⋯⋯⋯⋯⋯⋯⋯⋯⋯⋯⋯⋯”(64)

森林保护⋯⋯⋯⋯⋯⋯．．⋯．．．⋯⋯⋯··：⋯⋯⋯⋯⋯⋯⋯⋯⋯⋯·(65)

一～一‘ {’木材生产篇‘

第一章 伐区调查设计⋯⋯⋯、⋯⋯⋯⋯⋯⋯“．⋯⋯⋯⋯⋯⋯⋯⋯⋯⋯⋯·(69)

．第一节 ，机构⋯⋯⋯⋯⋯⋯⋯⋯⋯⋯⋯⋯⋯⋯⋯⋯⋯⋯⋯⋯⋯⋯⋯⋯(69)

．第二节、．调查设计方式⋯⋯⋯⋯⋯⋯⋯⋯⋯⋯⋯⋯⋯⋯⋯⋯⋯⋯⋯⋯(69)

第三节一调查设计成果⋯⋯⋯⋯⋯⋯⋯⋯⋯⋯⋯⋯⋯⋯?⋯⋯⋯⋯⋯”(70)

第二章⋯伐区木材生产⋯⋯⋯⋯⋯⋯⋯⋯⋯⋯⋯⋯⋯⋯⋯⋯⋯⋯⋯⋯⋯(73)

‘：第一节 ．．采伐方式⋯⋯⋯⋯⋯⋯⋯⋯⋯⋯⋯⋯⋯⋯⋯：⋯⋯⋯⋯⋯⋯一(73)

第二节． 准备作业⋯⋯⋯一⋯⋯⋯⋯⋯⋯⋯⋯⋯⋯⋯⋯⋯⋯⋯⋯⋯⋯(76)

第三节， 伐木，打枝，造材⋯⋯⋯⋯⋯⋯⋯⋯⋯⋯⋯⋯⋯⋯，．．⋯⋯⋯(79)

、第四节t集材、归楞，装车⋯⋯⋯一-?⋯⋯⋯⋯⋯”一⋯⋯⋯⋯⋯⋯．．．·(86)

第五节 林场清理⋯⋯⋯⋯⋯⋯⋯O OI,O DO OO·⋯⋯⋯⋯⋯⋯⋯⋯⋯⋯⋯⋯(88)

．。第六节 伐区作业质量管理⋯⋯⋯⋯⋯⋯⋯⋯⋯⋯⋯j⋯⋯⋯⋯⋯⋯”(88)

第三章 木材运输⋯⋯⋯⋯⋯⋯⋯⋯⋯⋯⋯⋯⋯⋯⋯⋯⋯⋯⋯⋯⋯⋯”·(90)

第一节 森铁运输⋯⋯⋯⋯⋯⋯⋯⋯⋯⋯⋯⋯⋯⋯⋯⋯⋯⋯⋯⋯⋯⋯(90)

：第二节·公路运输⋯⋯⋯⋯⋯⋯⋯⋯⋯⋯⋯⋯⋯⋯⋯⋯⋯⋯⋯⋯⋯⋯(94)

．第三节 ·公路养护⋯⋯⋯⋯⋯⋯⋯⋯⋯⋯⋯⋯⋯⋯⋯⋯⋯⋯⋯⋯⋯⋯(97)

第四章 贮木与销售⋯⋯⋯⋯⋯⋯⋯“⋯⋯⋯⋯⋯⋯⋯⋯⋯⋯⋯⋯⋯⋯(100)

第一节r贮木⋯⋯⋯⋯⋯⋯⋯⋯⋯⋯j⋯⋯⋯⋯⋯⋯⋯⋯⋯⋯⋯⋯⋯·!(100)

i+第二节 ·销售⋯⋯⋯⋯⋯⋯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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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产工业．多种经营篇

第一章 林产工业⋯⋯⋯⋯⋯⋯⋯⋯⋯⋯⋯⋯⋯⋯⋯⋯⋯⋯⋯⋯⋯⋯⋯(113>

第一节 制材厂⋯⋯⋯⋯⋯⋯⋯⋯⋯⋯⋯⋯⋯⋯⋯⋯⋯⋯⋯⋯⋯⋯⋯(113)
j

第二节 木材综合加工⋯⋯⋯⋯⋯⋯⋯⋯⋯⋯⋯，．．⋯⋯⋯⋯⋯⋯⋯⋯·(119)
TJ

㈠‘第三节 林产化工⋯⋯⋯⋯⋯⋯⋯⋯⋯⋯⋯⋯⋯⋯⋯⋯⋯⋯⋯⋯⋯⋯(123)

第=窜 多种经营⋯⋯⋯⋯⋯⋯⋯⋯⋯⋯⋯⋯⋯⋯⋯⋯⋯⋯⋯⋯⋯⋯⋯(124)

第一章

第=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基本建设篇

机构设置⋯⋯⋯⋯⋯⋯⋯⋯⋯⋯⋯⋯⋯⋯⋯⋯⋯⋯⋯⋯⋯”⋯·(127)

设计和施工队伍⋯⋯⋯⋯⋯⋯⋯⋯⋯⋯⋯⋯⋯⋯⋯⋯⋯⋯⋯⋯(128)

设计队伍⋯⋯⋯⋯⋯⋯⋯⋯⋯⋯⋯⋯⋯⋯⋯⋯⋯⋯⋯⋯⋯⋯(128)

自营施工队伍⋯⋯⋯⋯Ioo Qo@@@p olo⋯⋯⋯⋯⋯⋯⋯⋯⋯⋯⋯⋯(128)

基本建设管理⋯⋯⋯⋯⋯⋯⋯⋯⋯⋯⋯⋯⋯⋯⋯⋯⋯⋯⋯⋯⋯(133)

计划管理⋯⋯⋯⋯⋯⋯⋯⋯⋯⋯⋯⋯⋯⋯⋯⋯⋯⋯⋯⋯⋯⋯(13 3)!

工程管理⋯⋯⋯⋯⋯⋯⋯⋯⋯⋯⋯．．．⋯⋯⋯⋯⋯⋯⋯⋯⋯⋯(133)

财务管理⋯⋯⋯⋯⋯⋯⋯⋯⋯⋯⋯⋯⋯⋯⋯⋯⋯⋯⋯⋯⋯⋯(135)

材料管理⋯⋯⋯⋯⋯⋯⋯⋯⋯⋯⋯⋯⋯⋯⋯⋯⋯⋯⋯⋯⋯⋯(1 37)

机械设备管理⋯⋯⋯⋯⋯⋯⋯⋯⋯⋯⋯⋯⋯⋯⋯⋯⋯⋯⋯⋯(137)

基本建设成果⋯⋯⋯⋯⋯⋯⋯⋯⋯⋯⋯⋯⋯⋯⋯⋯⋯⋯”⋯⋯·(137)

工业建设⋯⋯⋯⋯⋯⋯⋯⋯⋯⋯⋯⋯⋯⋯⋯⋯⋯⋯⋯⋯⋯⋯(138)

公用与民用建筑⋯⋯⋯⋯⋯⋯⋯⋯⋯⋯⋯⋯⋯⋯⋯⋯“⋯⋯。(144)

．道路工程⋯⋯⋯⋯⋯⋯⋯⋯⋯⋯⋯⋯⋯⋯⋯“⋯⋯⋯一⋯⋯”(148)

桥涵工程⋯⋯⋯⋯⋯：⋯⋯⋯⋯⋯⋯⋯⋯⋯⋯⋯⋯⋯⋯⋯⋯”(1 53)

砖瓦生产⋯⋯⋯⋯⋯．．．⋯⋯⋯⋯⋯⋯⋯一⋯⋯⋯⋯⋯⋯⋯⋯⋯·(1 55)

经营管理篇

第一章 计划管理⋯⋯⋯⋯⋯⋯⋯⋯⋯⋯⋯⋯⋯⋯⋯⋯⋯⋯⋯⋯⋯⋯⋯(157)

第一节 计划⋯⋯⋯⋯⋯⋯⋯⋯⋯⋯⋯⋯⋯⋯⋯⋯⋯⋯⋯⋯一⋯一⋯”(157)

第二节 综合统计⋯⋯⋯⋯⋯⋯⋯⋯⋯⋯⋯⋯⋯⋯⋯⋯⋯⋯⋯⋯⋯⋯(158)

第=章 财务管理⋯⋯⋯⋯⋯⋯⋯⋯⋯⋯·⋯⋯⋯⋯⋯⋯⋯⋯⋯⋯⋯⋯”(162)

第一节 会计核算⋯⋯⋯⋯⋯⋯⋯⋯⋯⋯⋯⋯⋯⋯⋯⋯⋯⋯⋯⋯⋯“·(162)

第二节 成本核算⋯⋯⋯⋯⋯⋯，⋯⋯⋯⋯⋯⋯⋯⋯⋯⋯⋯．．．⋯⋯⋯(169)

第三节 资金管理⋯⋯⋯⋯⋯⋯⋯⋯⋯⋯⋯⋯．．．⋯⋯⋯⋯⋯⋯⋯⋯⋯(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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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

第一节

‘-’第二节

，__第五摩

一‘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摩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刀7一l_

，第四节

第一摩

第=摩

笫三窕

第四窜

第一章

第二摩

第一节

第二节

、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4

劳动工资管理⋯⋯⋯⋯⋯⋯⋯⋯．．．⋯⋯⋯⋯⋯⋯⋯⋯⋯⋯⋯⋯

职工⋯⋯⋯⋯⋯⋯⋯⋯⋯⋯⋯⋯⋯⋯⋯⋯⋯⋯⋯⋯⋯⋯⋯⋯

工资⋯⋯⋯⋯⋯⋯⋯-：⋯阳·?⋯，．．⋯··¨⋯⋯⋯⋯⋯⋯⋯⋯⋯

劳动定额⋯⋯⋯⋯⋯⋯⋯⋯⋯⋯⋯⋯⋯⋯⋯⋯⋯⋯⋯⋯⋯⋯

物资管理⋯”⋯⋯⋯⋯⋯⋯⋯⋯⋯⋯⋯⋯⋯⋯⋯．．．⋯⋯⋯⋯．⋯

主要设施⋯⋯⋯⋯⋯⋯·：⋯⋯⋯⋯⋯⋯⋯⋯⋯⋯⋯⋯⋯⋯⋯·

物资供应管理⋯⋯⋯⋯⋯⋯⋯⋯⋯⋯．⋯⋯⋯?⋯⋯?⋯⋯⋯⋯·

节约能源管理⋯⋯⋯⋯⋯⋯⋯⋯⋯⋯⋯⋯⋯⋯⋯⋯⋯⋯⋯⋯⋯

基础工作⋯⋯⋯⋯⋯⋯⋯⋯⋯⋯⋯⋯⋯⋯⋯⋯⋯⋯⋯⋯⋯⋯

节能技术改造⋯⋯⋯⋯⋯⋯⋯⋯⋯⋯⋯⋯⋯⋯⋯⋯⋯⋯⋯⋯

生产管理⋯⋯⋯⋯⋯⋯⋯⋯⋯⋯⋯⋯⋯⋯⋯⋯⋯⋯⋯⋯⋯⋯⋯

调度⋯⋯⋯⋯⋯⋯⋯⋯⋯⋯·‘⋯⋯⋯⋯⋯⋯⋯⋯⋯⋯⋯⋯⋯··

。通讯⋯⋯⋯⋯⋯⋯⋯⋯⋯⋯⋯·”⋯⋯⋯⋯⋯⋯⋯⋯⋯⋯⋯⋯

安全生产⋯⋯⋯⋯⋯⋯⋯⋯⋯⋯⋯⋯⋯⋯⋯⋯⋯⋯⋯⋯⋯⋯

机械管理⋯⋯⋯⋯⋯⋯⋯⋯⋯⋯⋯⋯⋯⋯⋯⋯⋯⋯⋯⋯⋯⋯

科技 篇

(180)

(180)

(183)

(188)

(189)

(189)

(190)

(194)

(194)

(195)

96

96

97

98

节

，

静

，

▲

(200)
·

'’

科技机构⋯⋯⋯⋯⋯⋯⋯⋯⋯⋯⋯⋯⋯⋯⋯⋯⋯⋯⋯⋯⋯⋯⋯(205)

科技队伍⋯⋯⋯⋯⋯⋯·⋯⋯··⋯⋯⋯⋯⋯⋯⋯⋯⋯⋯⋯⋯⋯⋯‘(205)

科技活动厦成果⋯⋯⋯⋯⋯⋯⋯⋯⋯⋯⋯⋯⋯⋯⋯⋯⋯⋯⋯⋯(208)

科技大会简介⋯⋯⋯⋯⋯⋯⋯⋯⋯⋯⋯⋯⋯⋯⋯⋯⋯⋯⋯⋯⋯(211)

生活福利篇‘

机构沿革⋯⋯⋯⋯⋯⋯⋯⋯··：⋯··!⋯?⋯⋯⋯⋯⋯⋯⋯⋯⋯⋯··(213)

林区商业⋯⋯⋯⋯⋯⋯⋯⋯⋯⋯⋯⋯⋯⋯⋯⋯⋯⋯⋯⋯⋯⋯⋯(213)

机构建制⋯?：：⋯⋯⋯⋯⋯．⋯⋯⋯⋯⋯⋯⋯⋯⋯⋯⋯⋯⋯⋯⋯(213)

商品经营⋯⋯⋯⋯⋯⋯⋯⋯⋯⋯⋯⋯⋯⋯⋯⋯⋯⋯⋯⋯⋯⋯(214)

食品加工⋯⋯⋯⋯⋯⋯⋯⋯⋯⋯⋯⋯⋯⋯⋯⋯⋯⋯⋯⋯⋯⋯(216)

林区集市贸易⋯⋯⋯⋯⋯⋯⋯⋯⋯⋯⋯⋯⋯⋯⋯⋯⋯⋯⋯⋯(217)

职工住宅⋯⋯⋯⋯⋯⋯⋯⋯⋯⋯⋯⋯⋯⋯⋯⋯：⋯⋯⋯⋯⋯⋯”(217)

住宅建设⋯⋯⋯⋯⋯⋯⋯⋯⋯⋯⋯⋯⋯⋯⋯⋯”⋯⋯⋯⋯⋯·(217)

住宅管理⋯⋯⋯⋯⋯⋯⋯⋯⋯⋯⋯⋯⋯⋯⋯⋯⋯⋯⋯⋯⋯⋯(219)

生活区道路与交嚣⋯一⋯⋯⋯⋯⋯⋯⋯⋯⋯⋯⋯⋯⋯⋯⋯⋯⋯·(220)

生活福利设施⋯⋯⋯⋯⋯⋯⋯⋯⋯⋯⋯⋯⋯⋯⋯⋯⋯⋯⋯⋯⋯(221)

残疾青年福利厂⋯⋯⋯⋯⋯⋯⋯⋯⋯⋯⋯⋯⋯⋯⋯⋯⋯⋯⋯⋯(225)

离退掾职工管理⋯⋯⋯⋯⋯⋯⋯⋯⋯⋯⋯⋯⋯⋯⋯⋯⋯⋯··⋯·(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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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篇

第一章 机构沿革⋯⋯⋯⋯⋯⋯⋯⋯⋯⋯⋯⋯⋯⋯：⋯⋯⋯⋯⋯⋯⋯⋯·t(韶7)

第：章 农业⋯⋯⋯⋯⋯⋯⋯⋯⋯⋯⋯⋯⋯⋯⋯⋯⋯⋯⋯⋯⋯⋯⋯⋯⋯(227)

第三章 弊殖、种植业”“⋯⋯⋯⋯⋯⋯⋯⋯⋯⋯⋯⋯⋯⋯⋯⋯⋯⋯⋯··(230)

第四章 工业生产⋯⋯，⋯⋯⋯⋯⋯⋯⋯⋯⋯⋯⋯⋯⋯⋯⋯⋯”⋯⋯⋯·⋯(230)

第五章 饮食服务业⋯⋯⋯⋯⋯⋯⋯⋯⋯⋯⋯⋯⋯⋯⋯⋯．．⋯⋯⋯⋯⋯·(231)

第六章 建筑施工业⋯⋯⋯⋯⋯⋯⋯⋯⋯⋯⋯⋯⋯⋯⋯⋯⋯⋯⋯⋯⋯⋯(232)

第七摩 积累与分配⋯⋯⋯⋯⋯⋯⋯⋯⋯⋯⋯⋯⋯⋯⋯⋯⋯⋯⋯⋯⋯⋯(232)

第一窜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7第七节

第=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政党群园篇

中国共产党⋯⋯⋯⋯⋯⋯⋯⋯⋯⋯⋯⋯⋯⋯⋯⋯⋯一?⋯⋯⋯⋯(235)

党委机构⋯⋯⋯⋯⋯⋯⋯⋯⋯⋯⋯⋯⋯⋯⋯⋯⋯⋯⋯⋯⋯⋯(235)

基层党组织⋯⋯．-．⋯⋯o⋯一⋯⋯⋯⋯⋯⋯⋯⋯⋯⋯⋯⋯⋯(236)

党员代表大会⋯⋯⋯⋯⋯⋯⋯⋯⋯⋯⋯⋯．．．⋯⋯”：⋯⋯⋯⋯(238)

领导人更迭⋯⋯⋯⋯⋯⋯⋯⋯⋯⋯⋯⋯⋯⋯⋯。⋯⋯⋯⋯⋯“(239)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240)

党的组织工作⋯⋯⋯⋯⋯⋯⋯⋯⋯⋯⋯⋯⋯⋯⋯⋯⋯⋯⋯．．；(241)

党的宣传工作⋯⋯⋯⋯⋯⋯⋯⋯⋯⋯⋯⋯⋯⋯⋯⋯⋯⋯“⋯·(247)

工会⋯⋯⋯⋯⋯⋯⋯⋯⋯⋯⋯⋯⋯⋯⋯⋯⋯⋯⋯⋯⋯⋯⋯⋯⋯(251)

组织机构⋯⋯⋯⋯⋯⋯⋯一“”⋯⋯⋯⋯⋯．．⋯⋯⋯⋯⋯⋯⋯·(251)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251)

职工代表大会⋯⋯⋯⋯⋯⋯⋯⋯⋯⋯⋯⋯⋯⋯。⋯⋯⋯⋯’⋯(252)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253)

共青团⋯⋯⋯⋯⋯⋯⋯⋯⋯⋯⋯⋯⋯⋯⋯⋯⋯⋯⋯⋯⋯⋯⋯⋯(255)

组织机构及领导人更迭⋯⋯⋯⋯⋯⋯⋯⋯⋯⋯⋯⋯⋯⋯⋯⋯(255)

共青团代表大会⋯⋯⋯⋯⋯．．．⋯⋯⋯⋯⋯⋯⋯⋯⋯⋯⋯⋯⋯(256)

共青团主要活动⋯⋯⋯⋯⋯⋯⋯⋯⋯⋯⋯⋯⋯⋯⋯⋯⋯⋯⋯(256)

政法武装篇

第一意 公安局⋯⋯⋯⋯⋯⋯：⋯⋯··：⋯⋯⋯⋯⋯⋯⋯⋯⋯⋯⋯⋯⋯·：⋯(259)

第=毒 检察院⋯⋯⋯⋯⋯⋯⋯⋯⋯⋯⋯⋯⋯⋯⋯⋯⋯‘⋯_。⋯⋯一j·(264)

第三章 法院⋯⋯⋯⋯⋯⋯⋯⋯⋯⋯⋯⋯⋯⋯⋯⋯⋯⋯⋯⋯⋯⋯⋯⋯。(264)

第四章 司法行政⋯⋯⋯⋯⋯⋯⋯⋯⋯⋯⋯⋯⋯⋯⋯⋯一⋯⋯⋯⋯⋯⋯(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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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武装部⋯⋯⋯lI 01 0 6 0 0$0 J 0 0$Q O O Ql Of*@O@O O#to o@QOI O O O 0 0 BI 0@1 6 g@OIf 6 O O(266)

寸

文化体育篇 ‘．

●

／f-t 文化事业⋯⋯⋯⋯⋯⋯⋯⋯⋯⋯⋯．．．⋯⋯⋯⋯⋯⋯⋯⋯⋯⋯⋯(269)
M--i 体育事业⋯⋯⋯⋯⋯⋯⋯⋯⋯⋯⋯⋯⋯⋯⋯⋯⋯⋯⋯⋯⋯⋯⋯(272) ：
f--m 广播电视⋯⋯⋯⋯⋯⋯⋯⋯⋯⋯⋯⋯⋯⋯⋯⋯⋯⋯⋯⋯⋯⋯⋯(275)’

’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章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教育 篇

普通教育⋯⋯⋯⋯⋯⋯⋯⋯⋯⋯⋯··：⋯⋯⋯⋯⋯⋯⋯⋯⋯⋯⋯(277)

教育行政⋯⋯⋯⋯⋯⋯⋯⋯⋯⋯⋯⋯⋯⋯⋯⋯⋯⋯．．j⋯⋯⋯(277)

幼儿教育⋯⋯⋯⋯⋯⋯⋯⋯⋯⋯⋯⋯⋯⋯．．：⋯⋯⋯⋯⋯⋯⋯(277)

小学教育⋯⋯⋯⋯⋯⋯⋯⋯⋯⋯⋯⋯⋯⋯⋯⋯⋯⋯⋯⋯⋯⋯(278)

中学教育⋯⋯⋯⋯⋯⋯⋯⋯⋯⋯⋯⋯⋯⋯⋯⋯⋯⋯⋯⋯⋯⋯(280)

教育改革⋯⋯⋯⋯⋯⋯⋯⋯⋯⋯⋯⋯⋯⋯⋯⋯⋯⋯⋯⋯⋯⋯(282)

教师队伍⋯⋯⋯⋯⋯⋯⋯⋯⋯⋯⋯⋯⋯⋯⋯⋯⋯⋯⋯⋯⋯⋯(283)

勤工俭学⋯⋯⋯⋯⋯⋯⋯⋯⋯⋯⋯⋯⋯⋯⋯⋯⋯⋯⋯⋯⋯⋯．(284)

中等职业教育⋯⋯⋯⋯⋯⋯⋯⋯⋯⋯⋯⋯⋯⋯⋯⋯1⋯⋯⋯⋯⋯(284,)

职工教育⋯⋯⋯⋯⋯⋯⋯⋯⋯⋯⋯⋯⋯⋯⋯⋯⋯⋯⋯⋯⋯⋯⋯(285)

机构设置与经费⋯⋯⋯⋯⋯⋯⋯⋯⋯⋯⋯⋯⋯⋯⋯⋯⋯⋯⋯(285)

文化培训和双补教育⋯⋯⋯⋯⋯⋯⋯⋯⋯⋯⋯⋯⋯⋯⋯⋯⋯(286)

技术业务培训⋯⋯⋯⋯⋯⋯⋯⋯⋯⋯⋯⋯⋯⋯⋯⋯⋯⋯⋯⋯(287)

职工高等及中等教育⋯⋯⋯⋯⋯⋯⋯⋯⋯⋯⋯⋯⋯⋯⋯⋯⋯(288)

卫 生 篇

一．第一章 卫生行政机构⋯⋯⋯⋯⋯⋯⋯⋯⋯⋯⋯⋯⋯⋯⋯⋯⋯⋯⋯⋯⋯(291)

第一节 卫生科⋯⋯⋯⋯⋯⋯⋯⋯⋯⋯⋯⋯⋯⋯⋯⋯⋯⋯⋯⋯⋯⋯⋯(291)
’‘

第二节 卫生队伍⋯⋯⋯⋯⋯⋯⋯⋯⋯⋯⋯⋯⋯⋯⋯⋯⋯⋯⋯⋯⋯⋯(291)

第三节 医疗经费⋯⋯⋯⋯⋯⋯⋯⋯⋯⋯⋯⋯⋯⋯⋯⋯⋯⋯⋯⋯⋯⋯(292)

篡二章 医疗单位⋯⋯⋯⋯⋯⋯⋯．．．⋯⋯⋯⋯⋯⋯⋯⋯⋯⋯⋯⋯⋯⋯⋯(293)

第一节 职工医院⋯⋯⋯⋯⋯⋯⋯⋯⋯⋯⋯⋯⋯⋯⋯⋯⋯⋯⋯⋯⋯⋯(293)

第二节 卫生所⋯⋯⋯⋯⋯⋯⋯⋯⋯⋯⋯⋯⋯⋯⋯⋯⋯⋯⋯⋯⋯⋯⋯(298)

第三章 卫生防疫．．．⋯⋯⋯⋯⋯⋯⋯⋯⋯⋯⋯⋯⋯⋯⋯⋯⋯⋯⋯⋯⋯⋯(299)

第一节 地方病防治⋯⋯⋯⋯⋯⋯⋯⋯⋯⋯⋯⋯⋯⋯⋯⋯⋯⋯⋯⋯⋯(300)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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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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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

．
’’ ’

¨．、
一

1959年
’

j

：j 8月10：i日正式筹建吉林省通化专区碰子河森林工业管理局。王子耕任局长，于风阍

任党委副书记，张魁武任工会主席。 -． 一 ．～“．

9月16日，由三岔子森工局调入一个基建混合工段，计23人(干部5人，工人18

7人)，于9月22日到达泉阳。 1’

．

9月15日至21日，由松江河森工局调入山东支边青年108人． 。．。

同月，接收原属抚松县林业局领导的二道松江河森林经营所(干部26人，房含4

栋)。。+ ’|，、

．

’

，’lo月，成立4个科室，即办公室1‘负责行政事务．文化福利生活，对外联络等)i

业务科(负责基本建设，计划统计，生产调度等)，工资科(负责劳动组织，工资’．安

全生产等)，经理科(负责财务，材料等)。

1060年 一，

4月24日，组建中共砬子河森林工业局委员会。隶属中共抚松县委领导，

风阁任党委书记。 ． “√
．‘

8月，调入山东支边农民800户．． ～． 、，i． 、． 。

10月12日，于风阁调离砬子河森林工业局。中共抚松县委任命宋魁元，

共碰子河森林工业局党委副书记。 ．：： 。07 1：，7’．。一一·一。·

12月3日，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圃砬子河森林工业局委员会．

同年，抽调干部和工人800余人去湾沟森林工业局支援木材生产。

‘是年，开荒4,617市亩，支援抚松县农业工日21，469个。：

是年，开始筹建青顶子林场(后易名为抚安林场)．‘

县委批准于

韩立森为中

1961年 ’

4月，根据通化地区专员公署指示，为改变森林工业局单一的生产方式，将通化地
’

区砬子河森林工业局，改为通化专区泉阳林业局．
‘’

：
’

7月26日，根据通化专区(61)吉林字第85号通知，中共抚松县委林业部决定将中

共通化专区砬子河森林工业局委员会易名为中共通化专区泉阳林业局委员会，隶属中

共抚松县委领导。 ／7

8月15日，共青团砬子河森林工业局委员会易名为共青团泉阳林业局委员会。。 萝i_
10月，中共抚松县委任命张赢州，潘春和为泉阳林业局副局长。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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