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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绿色耕耘，三十年沧桑巨变。营林技术推广站自

1973年建站以来，在几代营林人共同努力奋斗下，走过了艰

苦创业、稳步发展、改革创新的发展历程。这段历程洒满了几

代营林人的辛勤汗水，留下了几代营林人执著的脚印。他们以

顽强拼博的精神和辛勤忘我的工作热情，用勤劳的双手和热血

青春耕耘着祖国北疆这片绿色的土地，在茫茫林海中，镌刻了

一幅苍松万顷、绿树成荫的绚丽画卷。

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营林技术推广站已成为我区集营林

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生产于一体的营林科技推广基地和林木

良种繁育基地。建成的万亩种子园已进入结实盛期，造林高生

长超过普通种子8％，遗传增益显著，为大兴安岭林木生产良

种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始建于2000年的植物园收集了43种

大兴安岭林区标本树种，目前已初具规模；以“耐寒杨树新品

种选育”、 “露地花卉开发”和“速生树种良种繁育并试建种

子园"为代表的一批科技成果多次获得国家林业局、省、地先

进单位”，被地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地级文明单位标

兵”等荣誉称号。营林技术推广站几代营林人所建树的业绩，

将彪炳于大兴安岭营林事业发展的光辉史册。

三十年建设发展的道路，是光辉灿烂的历程。这部《站

志》撷取历史花絮，以时延为线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几代营

林人艰苦创业的历程，体现了突破高寒禁区的大兴安岭精神。

扶今追昔，这些珍贵的史料，对于今人和后人了解营林技术推

广站开发、建设和发展的足迹，吸取和借鉴不同发展阶段的经

验和教训，激发人们献身营林事业，建设生态示范区的昂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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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促进林区小康社会建设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流去的时光，永驻的是几代营林人艰苦奋斗、求真务实、

与时俱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和象丰碑一样的巍巍青山。进

入新世纪，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营林技术推广站在第一次创

业的基础上，又吹响了再次创业、再创辉煌的进军号角，确定

了实施生态战略，建设生态示范园区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个奋

斗目标，必定再造营林技术推广站辉煌的未来。愿这个站广大

干部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绿色呼唤下，肩负起时代赋予的

使命，摒弃不足，弘扬成绩，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把营林技

术推广站建设成绿树成荫，百花环翠，天蓝水碧，生态良好的

绿色．家园。



厄 例

一、《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森林经营部技术推广站志》，在建站30

周年之际出版了o《站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十六大”精神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据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采用新的观点、方法、材料，实事求是，秉笔

直书，较为翔实地记述了森林经营部技术推广站林业科研、技术推广、林

木良种繁育、营林生产的历史和现状。

二、《站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章、照片、表格、附录等项内

容组成。序言由地区领导撰写，围绕科研工作和全区科研发展前景，广开

思路，尽情抒怀，起到画龙点睛作用。概述，总述站情，统摄全书。大事记，

着眼政治和生产科研工作。尽力挖掘收集，除记述部分政治活动外，着重

反映科研攻关和取得的成绩，富有时代和地方特色。专志设章、节、目。附

录有领导讲话以及与科研推广工作有关的重要文件辑录。

三、专志编写程序，遵照志书体例，横列门类，纵述事实，以语体文形

式表达。详略本着与时俱进，明古详今记述。时限从建站写起至2002年为

止。建站前情况未作追述。

四、行文严格执行国家最新的关于出版物上汉字、数字、法定计量单

位使用规定，各项主要统计数字依据大兴安岭行署统计局和大兴安岭林

业集团公司计划统计部规定及有关资料统计。

五、资料来源，以内存档案资料为主要来源，兼查主管单位有关档案

以及地区档案，还有老领导、知情人提供的口碑等o 。

六、因初次修志，时问短、缺少经验、资料不全，再加上水平有限，错

漏之处在所难免，请领导和同志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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蟛 蟛
1973年6月18日，大兴安岭林管局林业科学试验站成立，隶属于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生产部，事业单位。前身是甘河林业科学试验站o

1975年，试验站迁到加格达奇o 1980年，试验站与大兴安岭地区林科

所分设后更名为大兴安岭营林科研站， 1992年更名为技术推广站。

技术推广站位于加格达奇城南15公里处，东经123056 7至12406 7，

北纬500187至50022 7，施业区面积7326公顷，属加格达奇林业局辖区。

东南部与林科所实验基地毗邻，西北部与加格达奇林业局东风林场相

接。塔列吐河流经施业区西南部，无名溪流7条；平均海拔520米，境

内最高峰是西部与东风林场分界的高地，海拔663米。技术推广站常驻

人口500人。现有在编职工107人，其中，大中专以上学历的58人，

科技人员40人；有高级工程师5人，工程师20人。设营林队、苗圃、

良种基地3个生产单位，及子弟校、卫生所、护林队3个直属单位。已

建成标准化苗圃一处，电网、通讯网直通市区，修筑各类道路45公里，

路网密度达6米／公顷。施业区林地水源条件优越，交通方便，基础设

施完善，科技队伍雄厚，具有较强营林科技推广优势。

技术推广站集林业科研、技术推广、林木良种繁育、营林生产为

一体。建站30年来，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成林木种子

园7725亩，．其中樟子松5029亩、兴安落叶松2696亩，90年代已进入

结实盛期，开始批量生产种子，为大兴安岭地区实现林木良种化创造了条

件。种子园规划整齐、布局合理、、营建科学，林木茁壮，已成为大兴安

岭林海中的一颗明珠。技术推广站是大兴安岭地区对外开放：展示大

兴安岭科研形象的窗口，也是森林旅游的景点。

推广站苗圃总面积240亩，生产能力达到年产成苗200万株、绿化

大苗1万株，修建了温室、标本园、花园、凉亭、围墙，圃容圃貌不断



改善，1991年被评为地区“最佳苗圃Ⅳ。推广站施业区人工林生长茁

壮，已成林面积50 477．9亩，占施业区总面积的45．9％，其中一般用

材林41 081．5亩，速生丰产林9396．4亩。是年，被评为全区“最佳绿

化单位”。，主要造林树种为落叶松、樟子松，有少量云杉和甜杨，先期

营造的人工林已少量开展抚育伐试验，每公顷蓄积量达220立方米。

技术推广站在开展营林生产建设的同时，始终坚持基地化、连续

化、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林业科研方向，把营林技术推广作为工作

，重心之一，承担了20多项地级以上科研推广课题，建立了良种繁育，

红松：斑克松引种，樟子松、落叶松地理种源试验，容器苗造林、短轮

伐期工业用材林推广，速生丰产林推广，红斑病、疱锈病防治等一大批

实验标地，吸引国内外上百名专家、学者来此考察和开展研究工作，取

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其中推广站科技人员独立承担的酗速生

树种良种繁育并试建种子园”、 “耐寒杨树新品种选育”、 “露地花卉开

发”等项目获得了省、地级科技进步奖。现正开展的课题“林木良种基

地建设及甜杨新品种选育”、 “营林新技术推广”等科研、推广课题进

展顺利，可望取得重大成果o

， 建站以来，技术推广站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深?

入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创造奋发向上、务实创新、艰苦

奋斗的良好氛围，在职工中树立“站兴我荣、站衰我耻”的良好风尚。

结合“净、美、倡"活动的开展，社区建设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打了深水井，居民吃上深井水；修建了休闲广场、凉亭，安装了路灯，

统一了栅栏，社区面貌一新；增加了卫星地面接收器，改善了职工食

堂、宿舍条件，建立了职工健身房，积极开展社区业余文体活动，被评

为“安全小区”、』“文明单位标兵”o站党总支被局党委评为“先进基层

党组织”o．

进入新世纪，推广站承担了国家级林木重点种苗工程项目一大兴

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林木良种基地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2321．0万元，

建设规模2325公顷，建设期3年。培育工程中包括新建种子园315公

’顷，。遗传测定区200公顷，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区100顷，第二代基本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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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区40公顷，采穗圃10公顷，良种示范区60公顷，种子园改良600

公顷，母树林疏伐1000公顷o 。 。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国有林区规模最大、’配套齐全、科技水

平最高，集基因保存、良种繁育、种子生产、加工、贮备、供应一体化

的现代化的良种基地。技术推广站决心以承担国家级重点建设项目为

契机，充分调动全站职工积极性、创造性，发扬艰苦创业的“大兴安

岭精神”，以“四个基地”，即林木良种繁育基地、绿化苗木培育基地、

木本植物标本基地、森林旅游基地为目标，努力将技术推广站建设成

为大兴安岭林业地区高科技园区o

一3一



大 事 记

1973年

A6月18日，大兴安岭地区林业科学研究试验站成立，隶属于林管

局生产部，编制50人，经营面积96 000亩(实际区划为施业‘区12万亩)，

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o
，

7．

△据省林业总局提出的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五园一圃”规划目标，试

验站领导陈永静同王守信、刘永昌等全站技术人员决定，制定建立“万亩

种子园”规划o

△“万亩种子园Ⅳ筹建，甘河林业局实验站派出踏查小组，对大兴安岭

林区全面进行踏查，在加格达奇至红花尔基15公里处确定建试验基地。

1974年 ．

●

△试验基地筹建时，党总支委员会成立，由李殿民任书记，主持具体

工作o ，

△自建办公室一栋400平方米(平房)，家属房是两栋24平方米帐

篷o

△工会委员会成立，工会主席由张庆金兼任o ，

．△团总支建立，第一任总支书记于焦英o

△第一批居民迁入后，建立子弟学校，从知青队中录用4名教师；

一栋60平方米板房，隔成3个教室，分成3个年级，因陋就简开展教

学工作o
’

△建立卫生所，配两名大夫，负责全站职工、家属、儿童的医疗工

作o

△建立具有国营性质小商店，主营日用小百、副食等，营业员为2

名职工o

△试验站大量用工，来自知青队和家属队。最多时知青达300多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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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浙江人，家属30多人。 _¨

1975年

△试验基地迁址，陈永静任党总支书记，下设两个支部，党员lO余

名。

△建立广播站，每户安装一个小喇叭。广播站配1名播音员，主要转

播中央广播电台节目和站内新闻o 。

A8月，子弟校迁到原职工宿舍，校舍为砖房o

△建580平方米车库。

1976年

△试验基地开始营造人工林。 一s_一

A10月，在试验站西建校舍，．有两栋宽敞的教室和平整的操场，还有

活动室、图书室、音乐室等，购买了体育器材、音乐器材、书刊，设立初中

部，选拔了校长，7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来校从教，教学工作走向正规化o

△定植樟子松种子园一大区、二大区，落叶松一大区、二大区，定植面

积超过2000亩o ●

1977年 ．

△建检查站(岗卡)140平方米。
‘

A5月4日，团总支带领团员开始营造“青年林”o

1978年 ·

△试验站与供电部门协商，将大线路从河南二队架设到站里，单位、

家属用电难的问题解决了。 ，，

l

1980年

△营林技工校建立，至1990年有1000多名学生毕业，为发展林业培

养后备技术人员做出贡献。1990年12月并人林管局技工校o

△林业科学试验站与林业科学分院分家，林业科学分院改名为林业

科学研究所；林业科学试验站改名为营林科学研究试验站?(营林科研

站)o √．-



△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李广胜任经理，下设财务室，经济上自负盈亏，

知青实行计时计件工资，至2000年劳动服务公司解散。

△开始营造落叶松速生丰产林。 ．，

△建立入党积极分子档案，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小卖店承包，1994年解体o

△站领导决定打一眼深水井，没成功，设备报废。

△建材料库500平方米o

△营林科研站党总支成立o

1983年

△苗圃修建办公楼o．
‘

1984年‘‘

410月，站子弟校迁到原技工校校舍(两栋平房)，初中部停办，学生、

教师转到加区中学o‘

1985年

△科研站规定；每年5月中旬、7月下旬对樟子松红斑病、针锈病进

行防治，喷洒10％百菌清油液，每亩O．25公斤o

△是年开始，落叶松球果结实后，每年4月下旬进行花蝇防治，敌敌

畏乳油200倍液喷雾一次o

．

’

1986年

△执行大兴安岭林管局制定的《营林生产作业技术规程》和《营林生

产作业质量检查验收办法》，生产技术股负责技术指导和质量检查验收

工作d

1986—1990年，地区科委投资5万元，由张立文等科研人员研究的

《大兴安岭地区露地花卉选择试验》获1991年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研究

《报告》获1989年地区林学会一等奖o

．△幼中林抚育任务纳入生产日程，以快速培育后备森林资源。

△推广应用大兴安岭地区10个乡土树种造林。

一6一



△科研站为每位通勤职工报销车票或购买月票。职工开始坐上客运

公司的公共汽车，基本解决了通勤问题。

△广播站由站共青团管理o

1987年

△成立专业扑火队，负责防火工作。

△从加拿大引进斑克松树种做实验林，长势良好o

△省长邵奇慧视查种子园。

1988年

△彻底转变经营方式，营造极具观赏价值的各种示范林，为全区营林

工程提供模式和样板o

：，‘’ 1988-1990年，地区科委投资1．5万元，由庄凯勋等科研人员担负的

《人工林鼠害防治应用技术研究》获1991年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o

△成立理发店，站里派一名职工担任理发员(脱产学习3个月)o职工

实行免费理发，对外收费。-二年后理发店停止营业o

，△科研站开始建立O一7岁儿童免疫接种证，定期为儿童注射卡介苗、

麻疹、自百破、小儿麻痹疫苗，预防结核、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等病

的传染o

△建桥两座，木质水泥结构o

△团总支带领团员在青年林内植树，创造经济价值1200元。

1988-1992年，地区科委投资1l万元，由姜兴林等科研人员担负的

《大青杨不同地理种源变异规律的研究》课题，1991年12月，被大兴安

岭地区科委评为科技进步三等奖o

412月3日，科研站出台经济承包管理细则。

1989年

△科研站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

△投资3万元，成立兴林鼠药厂，由王宝山任厂长，职工20多人，年

生产鼠药60吨，创产值40万元o
·

+△成立养鸡厂，采取个人承包方式，由单位提供资金、厂房，收入用于



改善职工生活o

△建街心公园2500平方米、凉亭1个o

1989—1990年，经多方努力，终于打成一眼深水井o、

， 1989-1991年，林科所和科研试验站张立文、姜兴林参加研究的《长

白落叶松引种推广试验》，投资1万元，1992年获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30年轮伐期，材积增长50％。造林12．45万亩，平均每年纯增利润360万
一
兀o

1990年

△露地花卉引种实验在科研站苗圃获得成功，当年推广20多个品

种，对大兴安岭的绿化、香化、美化起到促进作用o

1990-1991年，地区科委投资2万元，由刘平担负的《微机在大型林

木种子园中应用》，明显地提高种子园档案管理工作效率，降低成本，解

放了劳动力o

△“五·六”火灾后，由于恢复森林资源的迫切需要，世界银行贷款，科

研站从德国购进一套种子生产加工设备，建立种子调制室，由专业人员

从事此项工作，生产效率提高几十倍，种子净度达到98％，种子等级达到

二级标准o

△由于作业人员的失误，种子园调制室发生火灾，球果烘干设备被烧

报废，球果干燥继续采用自然晾晒方法。 ．

△科研站子弟校实行教学目标责任制，统一考试，有将有罚，建立竞

争机制，促进教学工作。
7

△科研站开始每年组织女工体检一次o

△科研站安装插转台后，除收看中央和大兴安岭电视台频道节目外，

增加4个频道o

1990～1995年，种子园派专人到嫩江县高峰林场采集樟子松花粉，进

行人工辅助授粉o

1991年

△推行营林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将质量验收工作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出台《营林生产质量检查验收标准》试行草案，营林生产实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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