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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盛世修志，乃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本志历经两年多的纂写，于

今问世，

双丰林区，地处小兴安岭南麓，开发已久。森林资源曾受沙俄、

日伪的大量盗伐和掠夺，屡遭摧残和破坏。新中国成立后，重整林

业。在党的领导下，林业纳入国民经济重要部分，森林资源得以开发

利用，林业生产得到迅猛发展，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林区经济发生了明显交化，

企业面貌焕然一新，林区已跨入综合开发，全面发展的振兴时期。

纂写社会主义新志，是项全新工作。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力求全面

地、系统地、科学地记述本局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局的

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与现实的依据。

本志起纂于1984年3月，经过调查走访、收集资料和对资料进行

整理研究，多次修订篇目，编纂而成。金志共分15篇54章225节，近

60余万字。

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水平不高，时间仓促，缺点错误

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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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采用新观点、新

方法，新资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力争翔实完备地记载本局各时期自然和社会现

状的基本情况。

二．．上限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下限为1985年底，着重记述

建局33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情况。

三、志首设概述篇，大事记。篇首增设森林资源篇，因地理篇、

营林篇、木材生产篇均涉及森林资源，为减少交叉重复，设森林资源

篇。
’

四、本志用志、传、图、表、照、录等体例，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当地的

历史习惯称呼，并用括号加以注明。

六、 “文化大革命一运动的主要情况记于大事记中。

七、本志人物篇、烈士立传、市级以上劳模(不含战线)列表存

史，其余人物用以事系人的办法记于有关各篇。

八、本志材料，大部分录自本省，省森林工业总局、本局档案资

料和各基层、部委编写的史料，部分摘自黑龙江省地方志编审委员会

办公室、省森林工业总局史志办公室的内部资料及铁力，庆安县志

办、铁力林业局志办，桃山林业局志办。为节省篇幅，未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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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凡 例⋯⋯⋯⋯⋯⋯⋯⋯⋯⋯⋯⋯⋯⋯⋯⋯⋯⋯⋯．⋯⋯⋯⋯‘(2)

概 述⋯⋯⋯⋯⋯⋯⋯⋯⋯⋯⋯⋯⋯⋯⋯⋯⋯⋯⋯⋯⋯⋯⋯(3)

大事记⋯⋯⋯⋯⋯⋯⋯⋯⋯⋯⋯⋯⋯⋯⋯⋯⋯⋯⋯⋯⋯⋯⋯(7)

7

第一篇地理⋯⋯⋯⋯⋯．．．⋯⋯⋯⋯⋯⋯⋯⋯⋯⋯⋯⋯⋯⋯⋯⋯⋯⋯⋯⋯⋯⋯”(27)

第一章自然环境⋯⋯⋯⋯⋯⋯⋯⋯⋯⋯⋯⋯⋯⋯“⋯⋯⋯⋯⋯⋯⋯⋯⋯⋯”(27)
’

第一节地理位置与面积⋯⋯⋯⋯⋯⋯⋯⋯⋯⋯⋯⋯⋯⋯⋯⋯⋯⋯⋯⋯⋯‘(27)

第二节地质⋯⋯⋯⋯⋯⋯⋯⋯⋯⋯⋯⋯⋯⋯⋯⋯⋯⋯⋯⋯⋯⋯⋯⋯⋯⋯(27)

第三节地貌⋯⋯⋯⋯⋯⋯⋯⋯⋯⋯⋯⋯⋯⋯⋯⋯⋯⋯⋯⋯⋯⋯⋯⋯⋯⋯(28)

第四节气候⋯⋯⋯⋯⋯⋯·⋯⋯⋯⋯⋯⋯⋯⋯⋯⋯⋯⋯⋯⋯⋯⋯⋯⋯⋯⋯(30)

第五节土壤⋯⋯⋯⋯⋯⋯⋯⋯⋯⋯⋯⋯⋯⋯⋯⋯⋯⋯⋯“⋯⋯⋯⋯⋯⋯⋯(32)

第六节植被与林型⋯⋯⋯⋯⋯⋯-．．⋯⋯⋯⋯⋯⋯⋯⋯⋯⋯⋯⋯⋯⋯⋯⋯‘(33)

第七节自然灾害⋯⋯⋯⋯⋯⋯⋯⋯⋯⋯⋯⋯⋯⋯⋯⋯⋯⋯⋯⋯⋯⋯⋯⋯(35)

第二章历史沿革及社会生活⋯⋯⋯⋯⋯⋯⋯⋯⋯⋯⋯⋯⋯⋯⋯⋯⋯⋯⋯⋯(37)

第一节历史沿革⋯⋯⋯⋯⋯⋯⋯⋯⋯⋯⋯⋯⋯⋯⋯⋯⋯⋯⋯⋯⋯⋯⋯⋯(37)

第二节人口与民族⋯⋯⋯⋯⋯⋯⋯⋯⋯⋯。⋯⋯⋯⋯⋯⋯⋯⋯⋯·．．．．QOOg DOOB(38)

第三节交通⋯⋯⋯⋯⋯⋯⋯⋯⋯⋯⋯⋯⋯⋯⋯⋯⋯⋯⋯⋯⋯⋯⋯⋯⋯⋯(40)

第四节施业区划⋯⋯⋯⋯⋯⋯⋯⋯⋯⋯⋯⋯⋯⋯⋯⋯⋯⋯⋯⋯⋯⋯⋯⋯(42)

第=篇森林资源⋯⋯⋯⋯⋯⋯⋯⋯⋯⋯．．．⋯⋯⋯⋯⋯⋯⋯⋯⋯⋯⋯⋯⋯⋯⋯·(53)

第一章森林资源开发⋯⋯⋯⋯⋯⋯⋯⋯⋯⋯·01 00．．．．．⋯⋯⋯⋯．．．⋯⋯⋯⋯⋯·(54)．

第二章森林资源现状⋯⋯⋯⋯⋯⋯⋯⋯⋯⋯⋯⋯⋯⋯⋯⋯⋯⋯⋯⋯⋯⋯⋯(56)

第一节森林面积和蓄积⋯⋯⋯⋯⋯⋯⋯⋯⋯⋯⋯⋯⋯⋯⋯⋯⋯⋯⋯⋯⋯(56)

第二节用材林的龄组组成⋯⋯⋯⋯⋯⋯⋯⋯⋯⋯⋯⋯⋯⋯．．．⋯⋯⋯⋯⋯”(56)

第三节成过熟林各林分类型与比重⋯⋯⋯⋯⋯⋯⋯⋯⋯⋯⋯⋯⋯⋯⋯⋯(56)

第四节森林资源分布⋯⋯⋯⋯⋯⋯⋯⋯⋯⋯⋯⋯⋯⋯⋯⋯⋯⋯⋯⋯⋯⋯·(57)

第五节林木资源消长状况⋯⋯⋯⋯⋯⋯⋯⋯⋯⋯⋯⋯⋯⋯⋯⋯⋯⋯⋯⋯(57)

第六节森林复被率⋯⋯⋯⋯⋯⋯⋯⋯⋯⋯⋯⋯⋯⋯⋯⋯⋯⋯⋯⋯⋯⋯⋯“(57)

第三章森林资源区划⋯⋯⋯⋯⋯⋯⋯⋯⋯⋯⋯⋯⋯⋯⋯⋯⋯⋯⋯⋯⋯⋯⋯·(58)

第一节一分区t安邦下游后备用材林林区⋯⋯⋯⋯⋯⋯⋯⋯⋯⋯⋯⋯．．．·(58)
’

第二节二分区l西部丘陵用材林林区⋯⋯⋯⋯⋯⋯⋯⋯⋯⋯⋯⋯⋯⋯⋯(59>

第三节三分区。东南部低山防护用材林林区⋯⋯⋯⋯⋯⋯⋯⋯⋯，⋯．．．⋯·(60)

第四章林种区划⋯⋯⋯⋯⋯⋯⋯⋯⋯⋯⋯⋯⋯⋯⋯⋯⋯⋯．．．⋯⋯⋯⋯⋯⋯”(6l’

第一节用材林⋯⋯⋯⋯⋯⋯⋯⋯⋯⋯．．．⋯⋯⋯⋯⋯⋯⋯⋯⋯⋯⋯⋯⋯⋯·(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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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特用林⋯⋯⋯⋯一⋯⋯⋯¨⋯i⋯⋯⋯⋯沁··⋯‰⋯⋯⋯⋯⋯．．．⋯⋯”(61)

第三节防护林⋯⋯⋯⋯⋯⋯⋯．．．．⋯⋯⋯⋯⋯··÷⋯⋯⋯⋯⋯⋯⋯⋯⋯⋯⋯．(61)

第五章森林资源管理⋯⋯⋯⋯⋯．．．⋯⋯⋯⋯⋯··÷⋯⋯⋯⋯⋯⋯⋯⋯⋯⋯⋯．(62)

第六章其他资源⋯⋯⋯⋯⋯⋯⋯⋯⋯⋯⋯⋯⋯”j··．．．⋯⋯⋯⋯⋯⋯．．．⋯⋯⋯”(70)

第一节野生动物⋯⋯⋯⋯⋯⋯⋯⋯⋯⋯⋯⋯⋯小⋯⋯⋯⋯⋯⋯⋯⋯⋯⋯⋯(70)

第二节野生植物(树木见地理篇植被与林型)⋯⋯⋯⋯⋯⋯⋯⋯⋯⋯⋯(71)

第三篇营林⋯⋯⋯⋯⋯⋯⋯⋯⋯⋯⋯⋯⋯⋯⋯⋯⋯⋯⋯⋯⋯⋯⋯⋯⋯⋯⋯⋯(75)

第一章机构设置⋯⋯⋯⋯⋯⋯⋯⋯⋯⋯⋯．．，⋯⋯_⋯⋯⋯⋯⋯⋯⋯⋯⋯⋯”(76)

第二章营林生产⋯⋯⋯⋯⋯⋯⋯⋯⋯⋯⋯⋯⋯⋯i⋯⋯⋯⋯⋯⋯⋯⋯⋯⋯⋯(78)

第一节种苗⋯⋯⋯⋯⋯⋯⋯⋯⋯⋯⋯⋯⋯⋯⋯⋯⋯⋯⋯⋯⋯⋯⋯⋯⋯⋯(78)

第二节更新造林⋯⋯⋯⋯⋯⋯⋯⋯⋯⋯⋯⋯⋯：⋯⋯⋯⋯．．．．⋯⋯⋯⋯⋯⋯”(85)

第三节抚育⋯⋯⋯⋯⋯⋯⋯⋯．．．⋯⋯⋯⋯⋯⋯⋯⋯⋯⋯⋯⋯．．．⋯⋯⋯⋯⋯(95)

第三章森林保护⋯⋯⋯⋯⋯⋯⋯：_⋯⋯⋯⋯⋯⋯⋯⋯⋯⋯⋯⋯⋯⋯⋯⋯⋯”(98)

第一节林政管理⋯⋯⋯⋯⋯⋯⋯⋯⋯⋯⋯⋯⋯⋯⋯．．．⋯⋯⋯⋯⋯⋯⋯⋯”(98)．

‘第二节护林防火⋯⋯⋯⋯⋯⋯⋯⋯⋯⋯⋯⋯⋯⋯⋯⋯⋯⋯⋯⋯⋯⋯⋯⋯(98)

第三节病虫害防治⋯⋯⋯⋯⋯⋯⋯⋯⋯⋯⋯⋯⋯⋯⋯⋯⋯⋯⋯⋯⋯⋯⋯⋯(100)

第四篇木材生产⋯⋯⋯⋯⋯⋯⋯⋯⋯⋯⋯⋯⋯⋯⋯⋯⋯⋯⋯⋯⋯⋯⋯⋯⋯⋯．(103)

第一章解放前采伐⋯⋯⋯⋯⋯⋯⋯⋯⋯⋯⋯⋯⋯⋯⋯⋯⋯⋯⋯⋯⋯⋯⋯⋯(104)

第一节沙俄盗伐⋯⋯⋯⋯⋯⋯⋯⋯⋯⋯⋯⋯⋯⋯⋯⋯⋯⋯⋯⋯⋯⋯⋯⋯”(104)

第二节官办林业⋯⋯⋯⋯⋯⋯⋯⋯叩⋯⋯⋯⋯⋯⋯⋯⋯⋯⋯⋯⋯⋯⋯⋯(104)

第三节日寇掠夺⋯⋯⋯⋯⋯⋯⋯⋯叩⋯⋯⋯⋯⋯⋯⋯⋯⋯⋯⋯⋯⋯⋯⋯(105)

第二章解放后森林资源开发⋯⋯⋯⋯··：⋯⋯⋯⋯⋯⋯⋯⋯⋯⋯⋯⋯⋯⋯⋯·(106)

第一节生产调度⋯⋯⋯⋯⋯⋯⋯⋯⋯⋯⋯⋯⋯⋯⋯⋯⋯⋯⋯⋯⋯⋯⋯⋯·(108)

第二节劳动组织变革⋯⋯⋯⋯⋯⋯⋯⋯⋯⋯⋯⋯¨⋯⋯⋯⋯⋯⋯⋯⋯⋯”(108)

第三章伐区生产⋯⋯⋯⋯⋯⋯⋯⋯⋯⋯⋯⋯⋯⋯⋯⋯⋯⋯⋯⋯⋯⋯⋯⋯⋯(110)

第一节调查设计⋯⋯⋯⋯⋯⋯⋯⋯⋯⋯⋯⋯⋯⋯⋯⋯⋯⋯⋯⋯⋯⋯⋯⋯(110)

第二节准备作业⋯⋯⋯⋯⋯⋯⋯⋯⋯⋯⋯⋯⋯⋯⋯⋯⋯⋯⋯⋯⋯⋯⋯⋯(111)

第三节伐区生产⋯⋯⋯⋯⋯⋯⋯⋯⋯⋯⋯⋯⋯⋯⋯⋯⋯⋯⋯⋯⋯⋯⋯⋯(113)．

第四节木材运输⋯⋯⋯⋯⋯⋯⋯⋯⋯⋯⋯⋯⋯⋯⋯⋯⋯⋯⋯⋯．⋯⋯⋯⋯(119)

第四章贮木与销售⋯⋯⋯⋯⋯⋯⋯⋯⋯⋯⋯⋯⋯⋯⋯⋯⋯⋯⋯⋯⋯⋯⋯⋯·(126)

第一节贮木⋯⋯⋯⋯⋯⋯⋯⋯⋯⋯⋯’⋯⋯⋯⋯⋯⋯⋯⋯⋯⋯⋯⋯⋯⋯⋯(126)

一 第二节销售⋯⋯⋯⋯⋯⋯⋯⋯⋯⋯⋯”_⋯⋯⋯⋯⋯⋯⋯⋯⋯⋯⋯⋯⋯⋯(127)
’

第三节产品验收⋯⋯⋯一⋯⋯⋯⋯⋯··oo,oo·_⋯⋯⋯⋯⋯⋯⋯⋯⋯⋯．．．⋯⋯(129)
’

第五篇林产工业⋯⋯⋯⋯⋯⋯⋯⋯⋯⋯⋯“⋯⋯⋯⋯⋯⋯⋯⋯⋯⋯⋯⋯⋯⋯⋯(131)

第一章锯材加工⋯⋯⋯⋯⋯⋯⋯⋯⋯⋯⋯⋯⋯⋯⋯⋯⋯⋯．t．”?⋯⋯⋯⋯⋯⋯(133>；
f

一2一

V



第一节原

第二节制

第三节产

第四节锉

第五节山

第二章木制

第一节木

第二节家

第三节胶

第四节木

第五节镜

第三章木材

第一节薪

第二节板

第三节细

第四节木

第五节纤

第四章林化

第一节木

第二节醋石⋯⋯⋯；⋯⋯⋯⋯⋯⋯⋯⋯⋯⋯⋯⋯⋯⋯⋯⋯⋯⋯⋯⋯⋯⋯⋯(151)

第三节栲胶⋯⋯⋯⋯⋯⋯⋯⋯⋯⋯．．．．⋯⋯⋯⋯⋯⋯⋯⋯⋯⋯．．．⋯⋯⋯⋯⋯(151，

第四节松根油⋯⋯⋯⋯⋯⋯⋯⋯⋯⋯⋯⋯⋯⋯⋯⋯⋯⋯⋯⋯⋯⋯⋯⋯⋯·‘151)

第五节钾盐⋯⋯⋯⋯⋯⋯⋯⋯⋯⋯⋯⋯⋯⋯⋯⋯⋯⋯⋯⋯⋯⋯⋯⋯JOO·'O O‘151，

第六节活性炭⋯⋯⋯⋯⋯⋯⋯⋯⋯⋯⋯⋯⋯⋯⋯⋯⋯⋯⋯⋯⋯⋯⋯⋯⋯·(152)

第七节酒精⋯⋯⋯⋯⋯⋯⋯⋯⋯⋯⋯⋯⋯⋯⋯⋯⋯⋯⋯⋯⋯⋯⋯⋯．．．⋯·‘152)

第六篇企业管理⋯⋯⋯⋯⋯⋯⋯⋯⋯⋯⋯⋯⋯．．．⋯⋯⋯．．．⋯⋯⋯⋯⋯⋯⋯⋯⋯(155)

第一章计划统计管理⋯⋯⋯⋯⋯⋯⋯⋯⋯⋯⋯⋯⋯⋯⋯⋯⋯⋯⋯⋯⋯⋯⋯”(157)

第一节计划⋯密⋯⋯⋯⋯⋯⋯⋯⋯．．．⋯⋯⋯⋯⋯⋯⋯⋯⋯⋯⋯⋯⋯⋯⋯·(158)

第二节计划工作的发展与改革⋯⋯⋯⋯⋯⋯⋯⋯⋯⋯⋯⋯⋯⋯⋯⋯⋯⋯(159)

第三节统计⋯⋯⋯⋯⋯⋯⋯⋯⋯⋯⋯⋯⋯⋯⋯⋯⋯⋯⋯⋯⋯⋯：⋯⋯⋯⋯(160)

第四节统计工作的改革⋯⋯⋯⋯⋯⋯⋯⋯⋯⋯⋯⋯⋯⋯⋯⋯∥⋯：⋯⋯⋯(160)

第二章生产管理⋯⋯⋯⋯⋯⋯⋯⋯⋯⋯⋯⋯⋯⋯⋯⋯⋯⋯⋯⋯⋯⋯⋯⋯⋯(161)

第一节建局前的生产管理⋯⋯⋯_⋯⋯⋯⋯⋯⋯⋯⋯⋯⋯⋯⋯⋯．．．．．．⋯⋯·(161)

第二节建局初的生产管理⋯⋯⋯⋯⋯⋯⋯⋯⋯⋯⋯⋯⋯⋯⋯⋯⋯⋯⋯⋯(161)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力中的生产管理⋯⋯．．．⋯⋯⋯⋯⋯⋯叩¨．．⋯⋯⋯．．．⋯(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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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三中全会以后的生产管理⋯⋯⋯i⋯⋯⋯·-⋯⋯⋯⋯．．．⋯⋯“⋯⋯⋯(162)

第三章财务管理⋯⋯⋯⋯⋯⋯⋯；_⋯⋯⋯⋯：p o．·o o．．．⋯⋯⋯⋯⋯⋯⋯⋯⋯⋯⋯·(163)

第～节机构⋯⋯⋯⋯⋯⋯⋯⋯。⋯⋯⋯⋯·；．．¨“⋯⋯⋯⋯⋯⋯⋯⋯⋯⋯⋯”(163)

第二节管理体制⋯⋯⋯⋯⋯⋯⋯⋯⋯．．．⋯⋯÷⋯⋯⋯⋯．．．⋯⋯⋯⋯⋯⋯⋯·(163)

第三节管理制度⋯⋯⋯⋯⋯⋯⋯m⋯⋯⋯⋯扣⋯⋯⋯⋯⋯⋯⋯⋯⋯⋯⋯”(164)

第四节会计核算与核算形式⋯⋯⋯⋯⋯⋯⋯j⋯⋯⋯⋯．．．⋯⋯⋯⋯⋯⋯⋯·(165)

第五节利润及分配⋯⋯⋯⋯⋯⋯⋯⋯⋯⋯．．÷⋯．．．⋯⋯⋯⋯⋯⋯⋯⋯⋯⋯·(166)

第六节税金⋯⋯⋯⋯⋯⋯⋯⋯⋯⋯⋯⋯⋯⋯⋯．．．⋯⋯⋯⋯⋯⋯⋯⋯⋯⋯⋯(167)

第七节成本管理及核算⋯⋯⋯⋯⋯⋯⋯⋯⋯⋯：⋯⋯⋯⋯⋯⋯⋯⋯⋯⋯⋯(168)

第八节资金管理⋯⋯⋯⋯⋯⋯⋯⋯⋯⋯⋯⋯⋯⋯⋯⋯⋯⋯⋯⋯⋯⋯⋯⋯(168)

第九节各项专用基金收支情况⋯．．．⋯⋯⋯⋯⋯⋯⋯⋯⋯⋯⋯⋯⋯⋯⋯⋯·(170)

第十节国库券⋯⋯⋯⋯⋯⋯⋯⋯⋯⋯⋯⋯⋯⋯⋯⋯⋯⋯⋯⋯⋯⋯⋯⋯⋯(172)

第十一节储蓄⋯⋯⋯⋯⋯⋯⋯⋯⋯⋯⋯⋯⋯⋯⋯⋯⋯⋯⋯⋯⋯⋯⋯⋯⋯(172)

第十二节职工欠款⋯⋯⋯⋯⋯⋯⋯⋯⋯⋯⋯⋯⋯⋯⋯⋯⋯⋯⋯⋯⋯⋯⋯(173)

附 表⋯⋯⋯⋯⋯⋯⋯⋯⋯⋯⋯⋯⋯⋯_⋯⋯⋯⋯⋯⋯⋯⋯⋯⋯⋯⋯·(174)

第四章劳动工资管理⋯⋯⋯⋯⋯⋯⋯⋯⋯⋯⋯⋯⋯⋯⋯⋯⋯⋯⋯⋯⋯⋯⋯(187)

第一节机构设置⋯⋯⋯⋯⋯⋯⋯⋯⋯⋯⋯⋯⋯⋯⋯⋯⋯⋯⋯⋯⋯⋯⋯⋯·(187)

第二节劳动管理⋯⋯⋯⋯⋯⋯⋯⋯⋯⋯⋯⋯⋯⋯⋯⋯⋯⋯⋯⋯⋯⋯⋯⋯(187)

第三节定额管理⋯⋯⋯⋯⋯⋯⋯⋯⋯⋯⋯⋯⋯⋯⋯⋯⋯⋯⋯⋯⋯⋯⋯⋯(193)

第四节工资管理⋯⋯⋯⋯⋯⋯⋯⋯⋯⋯⋯⋯⋯⋯⋯⋯⋯⋯⋯⋯⋯⋯⋯⋯(195)

第五节奖金⋯⋯⋯⋯⋯⋯⋯⋯⋯⋯⋯⋯⋯⋯⋯⋯⋯⋯⋯⋯⋯⋯⋯⋯⋯⋯·(200>

第六节劳动安全⋯⋯⋯⋯⋯⋯⋯⋯⋯⋯⋯⋯⋯⋯⋯⋯⋯⋯⋯⋯⋯⋯⋯⋯(200)

第七节安全制度⋯⋯⋯⋯⋯⋯⋯⋯⋯⋯⋯⋯⋯⋯⋯⋯⋯⋯⋯⋯⋯⋯⋯⋯(202)

第八节劳动保护⋯⋯⋯⋯⋯⋯⋯⋯⋯⋯⋯⋯⋯⋯⋯⋯⋯⋯⋯⋯⋯⋯⋯⋯·(202)

第九节职工保健⋯⋯⋯⋯⋯⋯⋯⋯⋯⋯⋯⋯⋯⋯⋯⋯⋯⋯⋯⋯⋯⋯⋯⋯(204)

第五章物资管理⋯⋯⋯⋯⋯⋯⋯．．-⋯⋯⋯⋯⋯⋯⋯⋯⋯⋯⋯⋯⋯⋯⋯⋯⋯·(205)

第一节机构⋯⋯⋯⋯⋯⋯⋯⋯⋯⋯⋯⋯⋯⋯⋯⋯⋯⋯⋯⋯⋯⋯⋯⋯⋯⋯·(205)

第二节概况⋯⋯⋯⋯⋯⋯⋯⋯⋯⋯⋯⋯⋯⋯⋯⋯⋯⋯⋯⋯⋯⋯⋯⋯⋯⋯(206)

第三节物资供应⋯⋯⋯⋯⋯⋯．．．⋯⋯⋯⋯⋯⋯⋯⋯⋯⋯⋯⋯⋯⋯⋯⋯⋯·(207)

第六章生活管理⋯⋯⋯⋯⋯⋯⋯⋯⋯⋯⋯⋯⋯⋯⋯⋯⋯⋯⋯⋯⋯⋯⋯⋯⋯(215)

第一节房产管理⋯⋯⋯⋯．．．⋯⋯⋯⋯⋯⋯⋯⋯⋯。⋯⋯⋯⋯⋯⋯⋯⋯⋯．．．(215)

第二节供水⋯⋯⋯⋯⋯⋯⋯⋯⋯⋯⋯⋯⋯⋯⋯⋯⋯⋯·⋯⋯⋯⋯⋯⋯⋯⋯(216) j

第三节烧柴供应⋯⋯⋯⋯⋯⋯⋯⋯⋯⋯⋯⋯⋯⋯⋯⋯⋯⋯⋯⋯⋯⋯⋯⋯(216)

第四节局址建设，环境保护⋯⋯⋯⋯．．．⋯⋯⋯⋯⋯⋯⋯⋯⋯⋯⋯⋯⋯⋯”(216>

第五节其它福利⋯⋯⋯⋯⋯⋯”⋯⋯一⋯⋯⋯⋯⋯⋯⋯⋯⋯⋯⋯．．．⋯⋯⋯(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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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整顿与改革⋯⋯“‰⋯越孟“乩_“⋯“．．．⋯．．．．．．⋯⋯．．．⋯“．．．．⋯．．．⋯⋯．．：⋯(217>

第一节整顿两级班子和改革机构⋯⋯⋯⋯⋯⋯⋯⋯⋯⋯⋯．．．⋯⋯··：⋯”受(217)

第二节建立经济责任制⋯⋯⋯⋯⋯⋯⋯⋯⋯⋯⋯⋯⋯⋯．．．⋯⋯⋯⋯⋯⋯⋯(218)

第三节整顿劳动组织⋯⋯⋯⋯⋯⋯⋯⋯⋯⋯⋯⋯⋯⋯⋯⋯⋯⋯⋯⋯⋯k·(219)

第四节整顿基础工作⋯⋯⋯⋯⋯⋯⋯⋯⋯⋯⋯⋯⋯⋯⋯⋯⋯⋯⋯⋯⋯⋯(219)

第五节整顿与改革的效果⋯⋯⋯⋯⋯⋯⋯⋯⋯⋯⋯⋯⋯⋯⋯⋯⋯⋯⋯⋯‘219'

第七篇电力机械⋯⋯⋯⋯⋯⋯⋯⋯⋯⋯⋯⋯⋯⋯⋯⋯⋯～⋯⋯⋯⋯⋯⋯⋯⋯(221)

第一章电力⋯⋯⋯⋯⋯⋯⋯⋯⋯⋯⋯⋯⋯⋯⋯⋯⋯⋯⋯⋯⋯⋯．．．⋯⋯⋯⋯·(222)

第一节发电厂简介⋯⋯⋯⋯⋯⋯⋯⋯⋯⋯⋯⋯⋯⋯⋯⋯⋯⋯⋯⋯⋯⋯⋯“(222)

第二节经营管理⋯⋯⋯⋯⋯⋯⋯⋯⋯⋯⋯⋯⋯⋯⋯⋯⋯⋯⋯⋯⋯⋯⋯⋯(223)

第三节供电⋯⋯⋯⋯⋯⋯⋯⋯⋯⋯⋯⋯⋯⋯⋯⋯⋯⋯⋯⋯⋯⋯⋯⋯⋯⋯(224)

附 表⋯⋯⋯⋯⋯⋯⋯⋯⋯⋯⋯⋯⋯⋯⋯⋯⋯⋯⋯⋯⋯⋯⋯⋯⋯⋯⋯(224)

第二章机械⋯D 8@·oo@@QOtQgttou⋯⋯⋯⋯⋯⋯⋯⋯⋯⋯⋯⋯⋯⋯⋯⋯⋯⋯⋯⋯⋯(229)

第一节机械设备⋯⋯⋯⋯⋯⋯⋯⋯⋯⋯⋯⋯⋯⋯⋯⋯⋯⋯⋯⋯⋯⋯⋯⋯(229)

第二节机械检修⋯⋯⋯⋯⋯⋯⋯⋯⋯⋯⋯⋯⋯⋯⋯⋯⋯⋯⋯⋯⋯k⋯⋯·(230)

第三节技术培训⋯⋯⋯⋯⋯⋯⋯⋯⋯⋯⋯⋯⋯⋯⋯⋯⋯⋯⋯⋯⋯⋯⋯⋯(231)

第四节自制机械⋯⋯⋯⋯⋯⋯⋯⋯⋯⋯⋯⋯⋯⋯⋯⋯⋯⋯⋯⋯⋯一⋯⋯”(232)

第五节机械管理⋯⋯⋯⋯⋯⋯⋯⋯⋯⋯⋯⋯⋯⋯⋯⋯⋯．．．⋯⋯⋯⋯⋯⋯·(233)

第八篇基本建设⋯⋯⋯⋯⋯⋯⋯⋯⋯⋯⋯⋯⋯⋯⋯⋯⋯⋯⋯⋯⋯⋯⋯⋯⋯廿(239)

第一章机构与管理⋯⋯⋯⋯⋯⋯⋯⋯⋯⋯⋯⋯⋯⋯⋯⋯⋯⋯．．．⋯．．．⋯．．．如⋯·(240)

第一节机构⋯⋯⋯⋯⋯⋯⋯⋯⋯⋯⋯⋯．．．⋯⋯⋯⋯⋯．．．⋯⋯⋯⋯⋯⋯⋯“(240)

第二节管理⋯⋯⋯⋯⋯⋯⋯⋯⋯⋯⋯⋯⋯⋯⋯⋯⋯⋯⋯⋯⋯⋯⋯⋯⋯⋯(241)

附。房舍栋号全优经济包千细则⋯⋯⋯⋯⋯⋯⋯⋯⋯⋯⋯⋯⋯⋯⋯⋯⋯⋯(243)

第三节职工队伍⋯⋯⋯⋯⋯⋯⋯⋯⋯⋯⋯⋯⋯⋯⋯⋯⋯⋯⋯⋯⋯⋯⋯．．．一(248)

第二章基建工程⋯⋯⋯⋯⋯⋯⋯⋯⋯⋯⋯⋯⋯⋯⋯一⋯“⋯⋯⋯⋯⋯⋯⋯⋯(250)

第一节勘察设计⋯⋯⋯⋯⋯⋯⋯⋯．．．”而⋯⋯⋯⋯⋯⋯⋯⋯⋯⋯⋯⋯⋯⋯(250)

第二节房舍建筑⋯⋯⋯⋯⋯⋯⋯⋯⋯⋯⋯⋯⋯⋯⋯⋯⋯⋯⋯⋯⋯⋯⋯⋯(251)

第三节线路工程⋯．．．i蕊互再⋯厶矗⋯⋯⋯⋯⋯⋯⋯⋯⋯·鬯．．．：蔬””⋯衙⋯⋯⋯(253)

第四节管道工程⋯⋯⋯⋯⋯⋯⋯⋯⋯⋯·业”晶⋯⋯⋯⋯⋯⋯⋯⋯；⋯⋯⋯·(255)

第五节建材生产⋯．．．⋯⋯⋯：掣而⋯⋯⋯⋯⋯⋯⋯⋯⋯⋯⋯⋯⋯⋯⋯⋯⋯(255)

第九篇多种经营⋯⋯⋯⋯⋯⋯．．．⋯⋯⋯⋯⋯⋯⋯⋯⋯⋯⋯⋯⋯⋯⋯⋯⋯⋯⋯“(261)

第一章农业⋯·竺而⋯⋯⋯⋯⋯⋯⋯⋯⋯⋯⋯⋯⋯⋯⋯⋯．．．⋯⋯⋯⋯⋯⋯一”(262)

第一节机构⋯⋯⋯⋯⋯⋯⋯⋯⋯⋯⋯⋯⋯⋯⋯⋯⋯⋯⋯⋯⋯⋯⋯⋯⋯⋯(262)

第二节管理体制．．．⋯⋯⋯”。⋯⋯⋯⋯⋯⋯⋯“匹而““”⋯⋯⋯．．．⋯⋯⋯⋯⋯(263)

第三节粮食生产⋯．．．．．．一-．．小．．．．．．．．．⋯⋯㈣蚀⋯⋯⋯吧⋯∽．．．⋯⋯⋯⋯⋯⋯⋯⋯”(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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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蔬菜生产⋯⋯⋯⋯一mi^一⋯；¨⋯山“。⋯r．．．．．··i⋯一?o·o“o,·o o**D ot函⋯⋯·(266：)

第五节农机⋯⋯⋯⋯⋯⋯⋯⋯⋯⋯⋯⋯⋯⋯⋯⋯⋯⋯⋯⋯⋯⋯⋯⋯⋯⋯“(266>

第六节化肥，农药⋯⋯⋯⋯⋯⋯⋯⋯⋯⋯⋯⋯⋯⋯⋯⋯⋯一．．．．⋯⋯⋯⋯“(267)

第二章多种经营⋯⋯⋯⋯⋯⋯⋯“⋯⋯⋯⋯⋯⋯⋯一⋯⋯⋯⋯⋯⋯⋯⋯⋯”(268)

第一节种植业⋯⋯⋯⋯⋯⋯⋯⋯⋯”⋯⋯⋯⋯⋯⋯⋯⋯一⋯⋯⋯⋯⋯．．．⋯(268)

第二节采集业⋯⋯⋯⋯⋯⋯⋯⋯⋯⋯⋯⋯⋯⋯⋯⋯⋯⋯⋯⋯⋯⋯⋯⋯⋯·(269)

第三节养殖业⋯⋯⋯⋯⋯⋯⋯?⋯⋯⋯⋯⋯⋯⋯⋯⋯⋯⋯⋯⋯⋯⋯⋯⋯⋯(269)

第四节集体、个体经济⋯⋯⋯⋯⋯⋯⋯⋯⋯⋯⋯⋯⋯⋯⋯⋯⋯⋯⋯⋯⋯(271)

第十篇生活服务⋯⋯⋯⋯⋯⋯⋯⋯⋯⋯⋯⋯⋯⋯”⋯⋯⋯⋯⋯⋯⋯⋯⋯⋯⋯·(275)

第一章生活福利⋯⋯⋯⋯⋯⋯⋯⋯⋯⋯⋯⋯⋯⋯⋯⋯⋯一．⋯⋯⋯⋯⋯⋯⋯⋯(275)

第一节机构⋯⋯⋯⋯⋯⋯⋯⋯⋯⋯⋯⋯⋯⋯⋯⋯⋯⋯⋯-．⋯⋯⋯⋯⋯⋯⋯(275)

第二节房产管理⋯⋯⋯⋯⋯⋯⋯⋯．．．⋯⋯⋯⋯⋯⋯⋯⋯⋯⋯⋯⋯⋯⋯⋯⋯(275，

第三节烧柴供应⋯⋯⋯⋯⋯⋯⋯⋯⋯⋯⋯⋯⋯⋯⋯⋯，⋯⋯⋯⋯⋯⋯⋯⋯(276)

第四节供水⋯“⋯⋯⋯⋯⋯⋯⋯⋯⋯⋯⋯⋯⋯⋯⋯⋯⋯⋯⋯⋯⋯⋯⋯⋯“(277)

髻五节保护环境⋯⋯⋯⋯⋯⋯⋯⋯⋯⋯⋯⋯⋯⋯⋯⋯⋯．．．⋯⋯⋯⋯⋯⋯·(277)

第六节托儿所⋯⋯⋯⋯⋯⋯⋯⋯⋯⋯⋯⋯⋯⋯⋯⋯⋯⋯⋯⋯⋯⋯⋯⋯⋯·(278)

第七节劳保院⋯⋯⋯⋯⋯⋯⋯⋯⋯⋯⋯⋯⋯⋯⋯⋯⋯．．．⋯⋯⋯⋯⋯⋯⋯⋯(279)

第八节服务行业⋯⋯⋯⋯⋯⋯⋯⋯⋯⋯⋯⋯⋯⋯⋯⋯⋯⋯⋯⋯⋯⋯⋯⋯(279)

第二章商业⋯⋯⋯⋯⋯⋯⋯⋯⋯⋯⋯⋯⋯⋯⋯⋯⋯⋯⋯⋯⋯⋯⋯⋯⋯⋯⋯·(282．)

第一节机构⋯⋯⋯⋯⋯⋯⋯⋯⋯⋯⋯⋯⋯⋯⋯⋯⋯⋯⋯⋯⋯⋯⋯⋯⋯⋯·(282)

第二节商店⋯⋯⋯⋯⋯⋯⋯⋯⋯⋯⋯⋯⋯⋯⋯⋯⋯⋯⋯⋯⋯⋯⋯⋯⋯⋯(283)

第三节商店管理⋯⋯⋯⋯⋯⋯⋯⋯⋯⋯⋯⋯⋯⋯⋯⋯⋯⋯⋯⋯⋯⋯⋯⋯(285)

第四节税收与物价⋯⋯⋯⋯⋯：⋯⋯⋯⋯⋯⋯⋯⋯⋯⋯⋯⋯。⋯⋯⋯⋯⋯·(286)

第五节票证⋯⋯⋯⋯⋯⋯⋯⋯⋯⋯⋯⋯⋯⋯⋯⋯⋯⋯⋯⋯⋯⋯⋯⋯⋯⋯·(286)

第六节商办工业⋯⋯⋯⋯⋯⋯⋯⋯⋯⋯⋯⋯⋯⋯⋯⋯⋯⋯⋯⋯⋯⋯⋯⋯(286)

第七节集体与个体商业⋯⋯⋯⋯⋯⋯⋯⋯⋯⋯⋯⋯⋯⋯⋯⋯⋯⋯⋯⋯⋯．(287)

第八节外贸⋯⋯⋯⋯⋯⋯⋯⋯⋯⋯⋯⋯⋯⋯⋯⋯⋯⋯⋯⋯⋯⋯⋯⋯⋯⋯(287)

第九节粮食供应⋯⋯⋯⋯⋯⋯⋯⋯⋯⋯⋯⋯⋯⋯⋯⋯⋯⋯⋯⋯⋯⋯⋯⋯t．(288)

第十一篇党政群团⋯⋯⋯⋯⋯⋯⋯’⋯⋯⋯⋯⋯⋯⋯。⋯⋯⋯⋯⋯⋯⋯⋯⋯⋯·(291)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双车林业局委员会⋯⋯⋯⋯⋯⋯⋯．⋯⋯⋯⋯⋯⋯⋯⋯⋯(293)

第一节机构沿革⋯⋯⋯⋯⋯⋯⋯⋯⋯⋯⋯⋯⋯．．．⋯⋯⋯⋯⋯⋯⋯⋯⋯⋯”(293)

第二节支部建设⋯⋯⋯⋯⋯⋯⋯⋯⋯⋯⋯吖⋯一⋯⋯⋯⋯⋯⋯⋯叩⋯⋯”(297)

第三节党的代表大会⋯⋯⋯⋯⋯⋯⋯⋯⋯“e⋯⋯⋯⋯⋯⋯⋯⋯⋯⋯⋯⋯(299)

第四节组织工作．．．⋯⋯⋯⋯⋯⋯⋯⋯⋯⋯⋯-”·⋯⋯⋯⋯⋯⋯⋯⋯⋯⋯⋯(305)

第五节干部管理⋯⋯⋯⋯⋯⋯⋯⋯⋯⋯⋯唑毫⋯-．．⋯⋯⋯⋯⋯⋯⋯⋯智⋯(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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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宣传工作⋯赢‰扁而。L_五。如．-．“．．．“⋯．-．⋯“⋯再。．．．抽．．．··j⋯k．．．⋯”(：319)

第七节统战工作⋯⋯．．．⋯⋯⋯⋯⋯⋯⋯⋯⋯⋯⋯⋯⋯⋯⋯．．．⋯⋯⋯⋯⋯”(321)

第八节纪检工作⋯⋯⋯⋯⋯⋯⋯⋯⋯⋯⋯⋯⋯⋯⋯⋯⋯⋯⋯⋯⋯⋯⋯⋯·(321)

第九节落实政策与来信来访⋯⋯⋯⋯⋯⋯⋯⋯⋯⋯⋯⋯⋯．．．⋯⋯⋯⋯⋯”(323)

第十节政法工作⋯⋯⋯⋯⋯⋯⋯⋯⋯⋯⋯⋯⋯⋯⋯⋯⋯⋯⋯⋯⋯⋯⋯⋯·(326)

第十一节档案管理⋯“⋯⋯⋯．．．⋯⋯⋯⋯⋯⋯_⋯⋯⋯⋯⋯一⋯⋯⋯⋯⋯”(326)

第二章行政⋯⋯⋯⋯⋯⋯⋯⋯⋯⋯⋯⋯⋯⋯⋯“⋯⋯叶⋯⋯⋯⋯⋯⋯⋯⋯⋯·(328)

第一节行政机构⋯⋯⋯⋯⋯⋯⋯⋯⋯⋯⋯⋯⋯⋯⋯⋯⋯⋯⋯⋯k⋯⋯⋯“(328)

第二节局领导更迭，基层机构设置⋯⋯⋯．．．⋯⋯⋯⋯⋯⋯⋯⋯⋯⋯⋯⋯”(330)

章三章工会⋯⋯⋯⋯⋯⋯⋯⋯⋯⋯∽⋯⋯⋯⋯⋯⋯⋯⋯⋯⋯⋯⋯⋯⋯⋯⋯⋯(333)

第一节组织沿革⋯⋯⋯⋯⋯∥⋯⋯⋯⋯⋯”⋯⋯⋯⋯⋯．．．⋯⋯⋯一⋯⋯⋯“(333)

第二节职工代表大会⋯⋯⋯⋯⋯⋯⋯⋯⋯⋯”?⋯一⋯⋯⋯⋯⋯⋯⋯_⋯⋯·(334)

第三节组织工作⋯⋯⋯⋯k⋯⋯⋯．．．⋯⋯⋯⋯⋯⋯⋯⋯⋯⋯⋯m⋯”⋯⋯(337)

第四节职工生活、劳动保险⋯⋯⋯⋯⋯⋯⋯⋯⋯⋯⋯⋯⋯⋯⋯⋯⋯⋯臀一(338)

第五节劳动竞赛⋯⋯⋯，．．．．．⋯⋯⋯⋯⋯．．．⋯⋯⋯⋯。⋯⋯．．．⋯⋯w⋯：⋯⋯”(338)

第四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双丰林业局委员会⋯⋯⋯⋯⋯⋯．．．．⋯⋯⋯⋯⋯·(340)

第一节组织沿革⋯⋯⋯⋯⋯．．．⋯⋯⋯⋯⋯⋯⋯⋯⋯⋯⋯⋯⋯吐⋯⋯．．．，．．．⋯·(340)

第二节团代会简介⋯⋯⋯⋯⋯⋯⋯⋯⋯⋯⋯⋯⋯⋯⋯⋯⋯⋯⋯．．．⋯⋯⋯”(340)

第三节团的任务和作用⋯⋯⋯⋯⋯⋯⋯⋯⋯⋯⋯⋯⋯⋯⋯⋯_．_’．．⋯⋯_·(342)

第十二篇政法武装⋯⋯⋯⋯⋯．⋯⋯⋯⋯⋯⋯⋯⋯⋯⋯⋯⋯⋯⋯．．．⋯⋯⋯哂⋯“(345)

第一章公安⋯⋯⋯⋯⋯⋯⋯⋯一¨⋯⋯⋯⋯⋯．．．⋯⋯⋯⋯⋯⋯⋯∥：o．．．⋯⋯”(345)

第一节机构沿革⋯_⋯⋯⋯⋯⋯⋯⋯⋯⋯⋯⋯⋯“⋯⋯⋯⋯⋯⋯⋯一⋯⋯”(345)

第二节消防工作⋯⋯、⋯⋯⋯⋯⋯⋯⋯“⋯⋯⋯⋯．．⋯⋯⋯⋯⋯⋯⋯⋯．．．⋯．．(346)

第二章检察院⋯⋯⋯⋯⋯：．．．．⋯⋯⋯⋯⋯⋯⋯，⋯⋯⋯⋯⋯咄⋯掣⋯⋯“(347)

第一节机构设置⋯⋯⋯⋯⋯”⋯⋯⋯⋯⋯⋯⋯⋯⋯：∽⋯⋯⋯⋯⋯⋯⋯⋯⋯·(347)

第二节检察工作⋯⋯⋯⋯⋯i⋯⋯．．．_“m⋯．．．⋯⋯⋯：：⋯⋯⋯⋯⋯⋯⋯⋯⋯(347)

第三章法院⋯．．．i⋯⋯⋯⋯⋯∥⋯⋯⋯⋯⋯．．．．．．⋯⋯⋯⋯⋯⋯⋯⋯叩⋯-．．⋯·(348)

第一节机构设置⋯⋯⋯；。。。“一．⋯⋯⋯⋯．．，-．．’⋯⋯·_竺掣：¨j竺⋯⋯¨⋯⋯”(348)

第二节法院工作⋯⋯”⋯⋯⋯“_巾⋯⋯⋯竺7．．一乱‘p”j⋯⋯⋯⋯⋯⋯“p⋯⋯-(348)

第四章人民武装⋯⋯⋯．．．．⋯。j一竺‘而⋯!!⋯⋯∥⋯⋯⋯’·”⋯．．．_．．．⋯””⋯”⋯”(349)

第一节机构沿革⋯．．．⋯“⋯j．．．⋯⋯．．．⋯⋯"⋯⋯··⋯⋯⋯．．．．．．掣吖⋯!·廿吖．．．⋯(349)

第二节服役与退役⋯⋯⋯⋯⋯⋯．．．·j⋯⋯⋯⋯鬯。⋯甲⋯⋯．．．_⋯．--·i．．．⋯．．．”(349)

第三节民兵组织⋯⋯⋯⋯⋯⋯⋯⋯⋯⋯⋯⋯⋯p⋯_⋯⋯⋯⋯⋯·j．．．．．．啊”(349)

第四节人民防空⋯⋯⋯⋯⋯⋯’”“⋯⋯”竺⋯：j也孽～!电．．．!．．·竺2协，⋯．．．o一⋯·(350)

第十三篇 文教卫生‘竺⋯⋯．．⋯⋯∥‘堕!!坐21生二堕÷皿弛’殛b擘业∽、．．．，⋯·世竹；_⋯·(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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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化⋯⋯⋯⋯⋯⋯⋯⋯⋯⋯o⋯⋯⋯⋯⋯⋯⋯⋯⋯⋯⋯⋯⋯⋯⋯”(351>

第一节广播⋯⋯⋯⋯⋯⋯⋯⋯．．．⋯⋯⋯⋯⋯⋯⋯⋯⋯⋯⋯⋯⋯⋯⋯⋯⋯‘(issz)

第二节电视⋯⋯⋯⋯⋯⋯⋯⋯⋯⋯⋯⋯⋯⋯⋯⋯⋯⋯⋯⋯⋯⋯⋯⋯⋯⋯‘(352>

第三节新闻通讯⋯⋯⋯⋯⋯⋯⋯⋯⋯⋯⋯⋯⋯⋯⋯⋯⋯⋯⋯⋯⋯⋯⋯⋯‘(352)

第四节群众文艺⋯⋯⋯⋯⋯⋯⋯⋯⋯⋯⋯⋯⋯⋯⋯⋯⋯⋯⋯⋯⋯⋯⋯⋯(352)

第五节文化生活⋯⋯⋯⋯⋯⋯⋯⋯⋯⋯⋯⋯⋯⋯⋯⋯⋯⋯⋯⋯⋯⋯⋯⋯(354)

第二章教育⋯⋯⋯⋯⋯⋯⋯⋯⋯⋯⋯⋯⋯⋯⋯⋯⋯⋯⋯⋯⋯⋯⋯⋯⋯⋯⋯(355)

第一节基础教育⋯⋯⋯⋯⋯⋯⋯⋯⋯⋯⋯⋯⋯⋯⋯⋯⋯⋯⋯⋯⋯⋯⋯⋯(356)

第二节成人教育⋯⋯⋯⋯⋯⋯⋯⋯⋯⋯⋯⋯⋯⋯⋯⋯⋯⋯⋯⋯⋯⋯⋯⋯(365)

第三章医疗卫生⋯⋯⋯⋯⋯⋯⋯⋯⋯⋯⋯⋯⋯⋯⋯⋯⋯⋯⋯⋯⋯⋯⋯⋯⋯‘(367)

第一节机构沿革⋯⋯⋯⋯⋯⋯⋯⋯⋯⋯⋯⋯⋯⋯⋯⋯⋯⋯⋯⋯⋯⋯⋯⋯(367)

第二节医疗卫生事业⋯⋯⋯⋯⋯⋯⋯⋯⋯⋯⋯⋯⋯⋯⋯⋯⋯⋯⋯⋯⋯⋯(368)

第三节群众性卫生工作⋯⋯⋯⋯⋯⋯⋯⋯⋯⋯⋯“⋯⋯⋯⋯⋯⋯⋯⋯⋯‘(371)

第四节地方病及传染病防治⋯⋯⋯⋯⋯⋯⋯⋯⋯⋯⋯⋯⋯⋯⋯⋯⋯⋯⋯(372)

第五节中西医结合治疗⋯⋯⋯⋯⋯⋯⋯⋯⋯⋯⋯⋯⋯⋯⋯⋯⋯⋯⋯⋯⋯(374)

第六节药品管理⋯⋯⋯⋯⋯⋯⋯⋯⋯⋯⋯⋯⋯⋯⋯⋯⋯⋯⋯⋯⋯⋯⋯⋯(375)

第七节制药⋯⋯⋯⋯⋯⋯⋯⋯⋯⋯⋯⋯⋯⋯⋯⋯⋯⋯⋯⋯⋯⋯⋯⋯⋯’(376)

第八节计划生育⋯⋯⋯⋯⋯⋯⋯⋯⋯⋯⋯⋯⋯⋯⋯⋯⋯⋯⋯⋯⋯⋯⋯⋯(376)

第四章科学技术⋯⋯⋯⋯⋯⋯⋯⋯⋯⋯⋯⋯⋯⋯⋯⋯⋯⋯⋯⋯⋯⋯⋯⋯⋯(378)

第一节机构沿革⋯⋯⋯⋯⋯⋯⋯⋯⋯⋯⋯⋯⋯⋯⋯⋯⋯⋯⋯⋯⋯⋯⋯⋯(378)

第二节科技管理⋯⋯⋯⋯¨⋯⋯⋯⋯⋯⋯⋯⋯⋯⋯⋯⋯⋯⋯⋯⋯⋯⋯⋯’(379)

第三节科学技术协会⋯⋯⋯⋯⋯⋯⋯⋯⋯⋯⋯⋯⋯⋯⋯⋯⋯⋯⋯⋯⋯⋯(381)

第四节群众性技协活动及成果⋯⋯⋯⋯⋯⋯⋯⋯⋯⋯⋯⋯⋯⋯⋯⋯⋯⋯(382)

附。沼泽田鼠的生活习性及防治⋯⋯⋯⋯⋯⋯⋯⋯⋯⋯⋯⋯⋯⋯⋯⋯⋯⋯⋯(385)

改造宜林沼泽培育后备森林资源⋯⋯⋯⋯⋯⋯⋯⋯⋯⋯⋯⋯⋯⋯⋯⋯⋯(388)

第五章群众体育⋯⋯⋯⋯⋯⋯⋯⋯⋯⋯⋯⋯⋯⋯⋯⋯⋯⋯⋯⋯⋯⋯⋯⋯⋯·(393)

第一节群众体育组织⋯⋯⋯⋯⋯⋯⋯⋯⋯⋯⋯⋯⋯⋯⋯⋯⋯⋯⋯⋯⋯⋯(393)

第二节群众体育活动⋯⋯⋯⋯⋯⋯⋯一⋯⋯⋯⋯⋯⋯⋯⋯⋯⋯⋯⋯⋯⋯”(393)

第三节体育成绩⋯⋯⋯⋯⋯⋯⋯⋯⋯⋯⋯⋯⋯⋯⋯⋯⋯⋯⋯⋯⋯⋯⋯⋯(394)

第四节培养和输送入材⋯⋯⋯⋯⋯⋯⋯⋯⋯⋯⋯⋯⋯⋯⋯⋯⋯⋯⋯⋯⋯(394)

第十四篇人物⋯⋯⋯⋯⋯⋯⋯⋯⋯．．．⋯⋯⋯⋯⋯⋯⋯⋯⋯⋯⋯⋯⋯⋯⋯⋯‘(395)

第一章烈士⋯⋯⋯⋯⋯⋯⋯⋯⋯⋯⋯⋯⋯⋯⋯⋯⋯⋯⋯⋯⋯⋯⋯⋯⋯⋯(395)

第二章劳动模范⋯⋯⋯⋯⋯⋯⋯⋯⋯⋯⋯⋯⋯⋯⋯⋯⋯⋯⋯⋯⋯⋯⋯⋯⋯(397)

第一节出席全国劳动模范⋯⋯⋯⋯⋯⋯⋯⋯⋯⋯⋯⋯⋯⋯⋯⋯⋯⋯⋯⋯(397)

第二节出席省劳动模范⋯⋯⋯⋯⋯⋯⋯⋯⋯．．．⋯．．．⋯⋯⋯⋯⋯⋯⋯⋯⋯．．．(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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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出席

第四节出席

第五节出席

第十五篇志余⋯

第一章林区生

第一节衣着

第二节饮食

第三节居住

第二章抗联活

第一节消灭

第二节八道

第三节处决

第四节横太

第五节安邦

第六节夜袭

第七节燕窝

第三章林区轶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老虎

酋猎猛虎⋯⋯⋯．⋯⋯⋯⋯⋯⋯⋯⋯⋯⋯⋯⋯⋯⋯⋯⋯⋯⋯⋯⋯⋯

劳动号子⋯-．-⋯⋯⋯⋯⋯⋯⋯⋯⋯⋯⋯⋯．．，⋯⋯⋯⋯⋯⋯⋯⋯⋯⋯

林 谚⋯⋯⋯⋯⋯⋯⋯⋯⋯⋯⋯⋯⋯⋯⋯⋯⋯⋯⋯⋯⋯⋯⋯⋯⋯⋯⋯⋯⋯．．．⋯⋯⋯·

林业术语⋯⋯⋯⋯⋯⋯⋯⋯⋯⋯⋯⋯⋯⋯⋯⋯⋯⋯⋯⋯⋯⋯⋯⋯

第四章文物、名胜⋯⋯⋯⋯⋯⋯⋯⋯⋯⋯⋯⋯⋯⋯⋯⋯⋯⋯⋯⋯⋯⋯⋯⋯

第一节古墓⋯⋯⋯⋯一⋯⋯⋯⋯⋯⋯⋯⋯-．．⋯⋯⋯⋯⋯⋯⋯⋯⋯⋯⋯⋯

第二节名胜⋯⋯⋯⋯⋯⋯⋯⋯⋯⋯⋯⋯⋯"⋯⋯⋯⋯⋯⋯⋯⋯⋯⋯⋯⋯

第五章修志始末⋯⋯⋯⋯⋯⋯⋯⋯⋯⋯⋯⋯_⋯⋯⋯⋯⋯⋯⋯⋯⋯⋯⋯⋯”

(405)

(405)

(406)

(407)

(409)

(409)

(409)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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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双丰林业局的施业区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小兴安岭南麓，呼兰河上中游南岸。全区分属

巴(彦)、木(兰)，通(河)，庆(安)、铁(力)五县。经营面积140，961公顷。

双丰林区地处小兴安岭南部边缘低山丘陵地带，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山区丘陵占

总面积的72％，山间谷地占28％。平均海拔在300～500米之间。施业区内海拔400米以上的

有平顶山，燕窝山，懒虻山等十座大山，巍然屹立在各林场、经营所境内，十分壮观。尤其

是位于大青山余脉的“神仙摞黟，“佛筑塔彦和“一线天黟(在青林辖区)，地势险要，山

峰奇特，风景宜人，环境优美。站在“神仙螺黟顶端，遥望东北，平顶山，燕窝山屹立在眼

前，眺望正南，林海浩瀚，山峦起伏，保林河施业区的广阔无垠的大绿洲尽收眼底。

双丰林区境内有安邦河、那木河等六条主要河流和数不尽的大小河叉，纵横流驶，穿过

施业区的峡峡谷谷，汇入呼兰河。

双丰林区属中纬度寒温带大陆性湿润季节气候区。四季气候变化悬殊，冬长夏短，年平

均气温在1‘C左右，最低气温零下36qC，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9℃。最热天气在7月份，月平

均气温26℃，极端最高气温39℃。年平均降水量823毫米。初霜在9月中旬，终霜在6月初，

无霜期113天左右。日照2477小时。双丰林区的东部施业区具有山区小气候的特点。因受高

山(平顶山，燕窝山海拔都在千米以上)的影响，气候偏低。年平均气温比西部施业区低

1，5℃左右，无霜期100天左右，冬季取暖期比西部施业区长1个月左右。
’

双丰林区林密，地肥，水清，是寒湿带野生动物生殖的好地方，资源极其丰富。早期正

如人们所说。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力。东北的三宝——人参，貂皮、轨鞋

草在这里蕴藏丰富。这里的原始森林是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有红松，落叶松，云冷

杉、水曲柳，黄波罗，胡桃秋等珍贵树种，有椴、榆，杨，柳，桦，柞，色树。还有山槐，

白丁香，兴安杜鹃，野玫瑰，山里红等20多种灌木。弥猴桃，刺五加，园枣子等10余种藤本

植物。有蕨菜、黄花莱，黄瓜香等20多种山野菜供出口换汇。有人参，党参、沙参、五味子，

刺五加，三棵针，防风、柴胡等上百种野生植物可以入药。五味子入药闻名中外曾做为外贸

部五味子生产基地。1976年最高产量达75，075公斤，出口50吨。颇受国际市场的欢迎。还

有猴头蘑，榇蘑，草蘑，木耳，沙耳10余种食用菌可以食用。

双丰林区的野生动物资源也很丰富，在50年代有东北虎时常出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的马鹿，紫貂、水獭、猞猁、麝、青羊、狗獾、黄鼬，狍子、野猪、黑熊、豹猫，狐狸

等10余种野生动物。还有飞龙、野鸡，鸳鸯等几十种鸟类。有林蛙、田鸡，细鳞鱼等10余种

两栖动物和冷水鱼类。鹿茸、麝香，虎骨是名贵药物。水獭、猞猁、紫貂的皮张极为名贵。

猴头，熊掌，飞龙，．田鸡是宴席上的美味佳肴。总之，双丰林区是个富饶而美丽的地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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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物产，几十年的开发建设早已改变了往日荒凉的面貌，

如今的双丰林区，人心振奋，酉业兴旺，随着四化建设的进程，将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富饶。

双丰林区百年前还是原始森林。自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发，绥化理事通判设鼻余

庆(今庆安县)木植公司开，在田升(双丰)林区向阳山一带采伐木材，1897--1903年沙俄修

“中东铁路黟，又在本林区掠夺大量森林资源，民国2年(1913年)至民国18年(1927年)

民国政府每年在田升施业区采伐数千立米木材，1931年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绥化设

“营林署"，经营庆城(今庆安)、铁骊两县境内的森林，并于1941年在庆城设“振兴采木

公司黟，对田升林区进行掠夺式采伐，伐出木材一百多万立方米，1945年黑龙江省刚刚解

放，时局比较混乱，没有林业专管机构，群众入山砍伐木材比较严重，毁坏不少森林，伐出

大量木材。1948年黑龙江省已成为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为了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省委

决定组建庆安林场(后为林务分局、采木公司、并由庆安搬到田升)，为支援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和恢复生产的急需，广大职工沿用笨重落后的生产方式，锯拉，人抬、水运、车拉木

材39万多立方米。其中，1951年12月份，为支援抗美援朝，广大职工群众昼夜不停地抢运木

材5，000多立方米。

1953年建局后，田升林区正式归属于林业系统管辖，上级领导和机关几经变更，现隶属

于伊春林业管理局。局址座落在铁力县双丰镇内。全局有11个场所和林产工业公司、建筑工

程公司、汽运队、机修厂、发电厂等20个生产单位、15个事业单位。

双丰是我省解放初期就开始经营的老林区。在几十年的开发建设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林区的生产、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53年开始，逐步改变笨重落后的生产方式。1958年后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

生产，弯把子锯改用油锯，杠子，扒门(人抬木头用具)改用绞盘机和拖拉机，木排(水运

方式)、大车运材改用小火车和汽车运材。实现了采、集、装、卸、归一条龙机械化流水作

业线。建局33年(1953---'1985年)为国家提供木材590万立方米，纯上缴利润2，243万元，

上缴税金3，313万元。

双丰林区建局前，只是单纯取材，不搞更新造林，采育失调相当严重。建局后到1958年

前，经营范围仍是单一的木材生产。更新造林和森工采伐机构分设。森工局的任务就是拿木

材。1958年后，森工和营林合并，才把采、育结合起来，开始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发

展了营林事业。加强了苗圃建设，全局苗圃由建局初期的1个，发展到11个，并逐步向标准

化发展。更新造林任务不断增加。第一个五年计划更新造林2076公顷，第六个五年计划是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6，2倍。从1965年开始，改造水湿地，到1985年水湿地造林9，000公顷，保

存率平均占64％，成林70％，现有蓄积31万多立方米，省、市给予肯定，推广，芬兰等国水

湿地改造考察团来局进行考察。从1964年开始三次抚育。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抚育改造面积

11，595公顷，是1964～1968年(5年完成4，225公顷)的2，7倍。目前全局人工林保存

面积22，220公顷，已郁闭成林面积14，900多公顷，人工林蓄积116万立方米。其中15年以

上的有8，660公顷，蓄积79万多立方米。还有大量的天然幼状林。这些后备资源展示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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