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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一)

区之有志，如国之有史，家之有谱。它是一方历史文化的载体。

今人之所以能上知千古，靠的是史书志编，后人要了解今天，也必

依赖记录文献。

编史修志，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反映现实，

服务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为上继先人，后启来者，遵照上级部署，1 989年4月，区委、

区政府做出了修志决定。12月，成立了《松岭区志》编纂机构，并

抽调人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投入了这项浩大的修志工程。

《松岭区志》上起1964年的开发会战，下断于1990年末。以

《概述》和《大事记》为经，在卷首统览全志；以22篇专志为纬，

分门别类铺陈记述其沧桑变迁。在全面而系统地记述自然与社会的

历史和现状的过程中，重点突出了松岭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以及从中形成的

艰苦创业精神，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松岭带来的巨大变化。真实

地再现了松岭区各条战线26年的历史沿革、经济盛衰、事业兴废

和政治得失，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松岭26年发展的历史轨迹，并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

的主人这一客观真理。同时，它也不讳言松岭区所走过的雩路，出

现过的失误。始终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真实地再现历史。

松岭区26年的开发建设，既有创业者的艰辛、奋斗者的希望，

也有建设者的心血和汗水。

26年过去了，在这块人迹罕至，寒不可涉足的土地上，松岭人

不仅奇迹般地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而且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

它建成了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林业生产基地。一个党、政、群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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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农、商配套的新型林区社会，在这里已经形成。

“志以致用"为宗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修撰，目的在于

使《松岭区志》成为“资政之书，教化之篇，存史之册"。在于促

进全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为各界人士，特别是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了

解区情、局情，把握松岭的历史和现状，在当今乃至以后的工作中，

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兴利除弊，’继往开来，提供资料依据和

历史鉴戒。向全区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提供一部乡土历史教

材。为研究松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保存地方文献，为编纂国

史、省志、’地志，提供资料。’为此，希望各界人士，特别是各级领

导干部能把《松岭区志》置于案头、身边，经常翻阔细研，以鉴戒

自己，教育后代。

，纵览全志，从始至终都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为准

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古为今用。比较成

功地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时代特点与地方特点的两个

统一。并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新的体例，真实地反

映了松岭26年历史的全貌。

4年的修志工作，广泛地得到了社会各界、全区各单位的通力

协作，经常受到上级编纂委员会的殷切关怀，热心指导，和曾在松

岭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的鼎力相助，特别是通过全体修志人员

矢志不渝的勤奋笔耕，才有今天的巨大收获。 ，

i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中共松岭区委的周围，在加快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和第二次创业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稳定、

发展"的总方针，继承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团

结奉献、创新求实"的松岭精神，为进一步繁荣松岭文化，振兴松

岭经济无愧先人；造福后代而再创辉煌!

中共松岭区委书记 王树雨

199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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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松岭区地处祖国的东北部边疆，位于大兴安岭的支脉伊勒呼里

山南麓，，嫩江的支流多布库尔河流域。它南与加格达奇区为邻’，『北

同新林林业局接壤，既是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加格达奇的北面门

户，，又是深入大兴安岭林区腹地的咽喉要塞。区域面积743 034公

顷，人口37 193人。 。j，：’：’，一．t一，． ：．：。-；
’

．：i

二．‘“这里原是交通闭塞，：人迹罕至，林海茫茫的簟高寒禁区"。。、

一’：1964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组织林业会战，．加速开发

大兴安岭”的决定之后，一个由铁道兵将士、林业职工和地方干部

组成的10万会战大军，迅速汇集到这片林区。从此，拉开了大兴

安岭全面开发建设的历史帷幕。8月10日，经林业部、国务院批准，

正式成立了实行政企合一领导体制的松岭林业公司：

，1．如今，26年过去了，在茫茫林海之中，‘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

松岭人民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凭借自己的双手和聪明才智，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战胜了冰雪严寒和艰难险阻，而且在此站

住了脚，扎下了根还把松岭建设成了公路、铁路交通发达，林、，农、

商、学百业兴旺的新林区。’一个年设计生产木材51万立方米≯拥

有固定资产17 407万元，年创国民生产总值11 545万元的国家大

型二级(93年晋为一级)森林工业采运企业和区、县级地方人民政

府，已经在这里崛起，并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 j一．’! 一 j． 。 j ．：、_，

截至1990年末，全区‘ (局)为国家生产商品木材累计

6 857 959立方米，．上缴利税累计8 328．17万元。与此同时，全区的

精神文明建设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26年间，我区不仅为国家培养

锻炼了_支拥有10 177人的素质过硬的职工队伍，还为本区乃至

上级有关部门培养、造就并输送了380名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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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级356人，处级24人。涌现出各级各类先进人物、劳动模范

(地区级以下不含系统)3 341人

多次受到地区(管局)、省(部)，

规模的表彰奖励。

(J／c．)。区委、区政府、林业局也

以及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不同

，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文明之帮，素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

为把松岭区、(局)26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载入史册，1989年，区委、区政府、林业局专门

成立了区志编纂委员会和专业工作机构——区地方志办公室。配备

了得力的领导干部和素质较强的专职修志人员。并在财力、物力等

方面给予提供了足够的保证。1990年3月，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召

开之后，区、(局)直各单位、各部门、以及外驻松岭的兄弟单位，

也开始积极配合区志办工作。帮助提供数据，考查证实，核对资料。‘

全体修志人员更是以强烈的责任感，严肃的工作态度和只争朝夕的，

修志精神，通宵达旦地投入了区志编纂工作。

《松岭区志》从事物的发端起笔，到1990年末断限。．上下纵贯

26个春秋，前后横排22个门类。用朴素的语言、翔实的资料、端，

正的文风，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松岭区26年间政治、经济、军事、

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产生、发展、变化过程和从小到

大发展演变的历史，客观地反映了松岭区26年历史的全貌，并重

点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松岭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辉煌成就。

，通览全志，既能领略到我区职工甘愿扎根边疆、献身松岭、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坚持改革、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也可窥见因

多年指导思想失误，给松岭的生态和生产带来的危机和困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松岭区志》的出版，为我们全面

细致地了解、认识松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致力松岭的振兴

事业，提供了一部难得的“百科全书"。为我们从区情、局情出发，

确定方针政策、制订建设规划、实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

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对全区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热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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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历

史乡土教材。为后人了解今天的松岭，研究当代的林区，积累并保

存了珍贵的地方文献。为上级有关部门编史修志，提供了内容丰富

的可靠资料。

古人说：“修史之难，莫过于志"。。《松岭区志》从组建编纂机

构，到今天定稿付梓，其工程之浩大，任务之繁重，编纂之艰辛是

可想而知的。为此，我谨代表松岭区人民政府、松岭林业局和全区

人民，向关心、支持并为区志的编纂工作提供过各种帮助的区内外

各界人士，向给予区志编纂工作精心指导的专家、学者和全体编修

人员，向支持并帮助《松岭区志》编辑出版的部门和个人，致以衷

心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由于历史原因和经验水平所限，书中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多多指教。

松岭区区长、林业局局长 刘家庆

1994年10月10日



松岭区志

：：

‘：一．。： 凡o?t·例’。，’·
’‘

；j·．：：：， ’’|÷一寥 ：．二 。j-’，． ， ：一一’， ．一 j

一、《松岭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力求反映域内

事物的历史和现状：做到资料翔实，观．点正确，内容丰富，文体规范。
．：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和人物组成。概述，综述区．情，

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建区以来的大尊：要事；各专志，横排门类·

纵述史实；设自然地理、‘区划建置：森林经营、木材生产、林产工业、

多种经营。基本建设、财税金融：劳动人事、商业粮食、物资能源：工

商管理、机械交通邮电、政党群团、政权政协、民政信访<司法武装、

教育科技档案、+文化新闻、卫生体育i社会、人物22篇，篇下设章、

节、日。概述、大事记不设章、节，也不入篇的序列。 ．|。．j

兰、本志上限t般始于1964年，下限到1990年底，个别亦有上

溯或不到下限之处。√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求其文图并茂。

五、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时为序，

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各专志，横排竖写，

只记叙，不议论。 ．

六、历史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应用数据：绝大部分来自统计部门，亦有专业部门提供的

准确数字。+

：八、松岭是区和林业局政企合一体制的单位，在称谓上，称区，

称局，或称区、(局)，同之。 ，

九、数字书写：除语言概述用汉字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十、资料来源：本志绝大部分资料系档案资料，也有部分调查

和专业部门供给的资料。‘

十一、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择对区0

(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程度而收，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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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小Ip卜



序

凡例

概j苤⋯⋯⋯⋯⋯⋯⋯⋯⋯⋯⋯⋯⋯⋯⋯⋯⋯⋯⋯⋯⋯⋯⋯⋯⋯⋯⋯⋯⋯⋯⋯⋯⋯(1)

大事记⋯⋯⋯⋯⋯⋯⋯⋯⋯⋯⋯⋯⋯⋯⋯⋯⋯⋯⋯⋯⋯⋯⋯⋯⋯⋯⋯⋯⋯⋯⋯⋯(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一编 自然地理

地理位置⋯⋯⋯⋯⋯⋯⋯⋯⋯⋯⋯⋯⋯⋯⋯⋯⋯⋯⋯⋯⋯⋯⋯¨
地质地貌⋯⋯⋯⋯⋯⋯⋯⋯⋯⋯⋯⋯⋯⋯⋯⋯⋯⋯⋯⋯⋯⋯⋯⋯⋯

山脉⋯⋯⋯⋯⋯⋯·?⋯⋯⋯⋯⋯⋯⋯⋯⋯⋯⋯·o QolO·glO 6 00 o bo⋯⋯一⋯⋯·

河流⋯⋯⋯⋯⋯⋯⋯⋯⋯⋯⋯⋯⋯⋯⋯⋯⋯⋯⋯⋯⋯⋯⋯⋯⋯⋯⋯⋯

气候⋯⋯⋯⋯⋯⋯⋯⋯⋯⋯⋯⋯⋯⋯⋯⋯⋯⋯⋯⋯⋯⋯⋯⋯⋯⋯⋯“·

土壤植被林型⋯⋯⋯⋯⋯⋯⋯⋯⋯⋯⋯⋯⋯⋯⋯⋯⋯⋯⋯⋯⋯
土壤⋯⋯⋯⋯⋯⋯“’⋯⋯⋯⋯⋯⋯⋯⋯⋯⋯⋯⋯⋯⋯⋯⋯⋯⋯⋯⋯⋯·

植被林型⋯⋯⋯⋯⋯⋯⋯⋯⋯⋯⋯⋯⋯⋯⋯⋯⋯⋯““⋯⋯⋯⋯⋯·
自然资源⋯⋯⋯⋯⋯⋯⋯⋯⋯⋯⋯⋯⋯⋯⋯⋯⋯⋯⋯⋯⋯⋯⋯⋯⋯⋯

森林资源⋯⋯⋯⋯⋯⋯⋯⋯⋯⋯⋯⋯⋯⋯⋯⋯⋯⋯⋯⋯⋯⋯⋯⋯⋯⋯

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

矿产资源⋯⋯⋯⋯⋯⋯⋯⋯⋯⋯⋯⋯⋯⋯⋯⋯⋯⋯⋯⋯⋯⋯⋯⋯⋯⋯

水资源⋯⋯⋯⋯⋯⋯⋯⋯⋯⋯⋯⋯⋯⋯⋯⋯⋯⋯⋯⋯⋯⋯⋯⋯⋯⋯⋯

自然灾害⋯⋯⋯⋯⋯⋯⋯⋯⋯⋯⋯⋯⋯⋯⋯⋯．．．⋯⋯⋯⋯⋯⋯⋯⋯⋯

第二编区划建置

建置沿革⋯⋯⋯⋯⋯⋯⋯⋯⋯⋯⋯⋯⋯⋯⋯⋯⋯⋯⋯⋯⋯⋯⋯⋯
乡镇(林场)⋯⋯⋯⋯⋯⋯⋯⋯⋯⋯⋯⋯⋯⋯⋯⋯⋯⋯⋯⋯⋯⋯⋯⋯

小扬气镇⋯⋯⋯⋯⋯⋯⋯⋯⋯⋯⋯⋯⋯⋯⋯⋯⋯⋯⋯⋯⋯⋯⋯⋯⋯⋯

古源乡(林场)⋯⋯⋯⋯⋯⋯⋯⋯⋯⋯⋯⋯⋯⋯⋯⋯⋯⋯⋯⋯⋯⋯⋯

大扬气镇(林场)⋯⋯⋯⋯⋯⋯⋯⋯⋯⋯⋯⋯⋯⋯⋯⋯⋯⋯⋯⋯⋯⋯

劲松镇(壮志林场)⋯⋯⋯⋯⋯⋯⋯⋯⋯⋯⋯⋯⋯⋯⋯⋯⋯⋯⋯⋯⋯

新天乡(林场)⋯⋯⋯⋯⋯⋯⋯⋯⋯⋯⋯⋯⋯⋯⋯⋯⋯⋯⋯⋯⋯⋯⋯

翠峰乡(林场)⋯⋯⋯⋯⋯⋯⋯⋯⋯⋯⋯⋯⋯⋯⋯⋯⋯⋯⋯⋯⋯⋯⋯

古里林场⋯⋯⋯⋯⋯⋯⋯⋯⋯⋯⋯⋯⋯⋯⋯⋯⋯⋯⋯⋯⋯⋯⋯⋯⋯⋯

绿水林场⋯⋯⋯⋯⋯⋯⋯⋯⋯⋯⋯⋯⋯⋯⋯⋯⋯⋯⋯“⋯⋯⋯⋯⋯⋯’

)))))))))))))))”∞∞D”"曲∞""D幻D∞∞

@@心Q

Q

Q@心@@o@Q@@

”D

D幻"””D∞"@““““@““““



·2· 松岭区志

第九节多布库尔造林林场⋯⋯⋯⋯⋯⋯⋯⋯⋯⋯⋯⋯⋯⋯⋯⋯⋯⋯⋯⋯⋯⋯(47)

第十节大黑山经营林场⋯⋯⋯⋯⋯⋯⋯⋯⋯⋯⋯⋯⋯⋯⋯⋯⋯⋯⋯⋯⋯⋯⋯(47)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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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三编森林经营

概：兄⋯⋯·⋯⋯⋯···⋯⋯··⋯⋯·⋯⋯···⋯⋯⋯··⋯⋯⋯····⋯···⋯⋯··⋯(51)

机构⋯⋯⋯⋯⋯⋯⋯⋯⋯⋯⋯⋯⋯⋯⋯⋯⋯⋯⋯⋯⋯⋯⋯⋯⋯⋯⋯⋯(53)

调查设计⋯⋯⋯⋯⋯⋯⋯⋯⋯⋯⋯⋯⋯⋯⋯⋯⋯⋯⋯⋯⋯⋯⋯⋯⋯⋯(53)

生产管理⋯⋯⋯⋯⋯⋯⋯⋯⋯⋯⋯⋯⋯⋯⋯⋯⋯⋯⋯⋯⋯⋯⋯⋯⋯⋯(54)

种苗生产⋯⋯⋯⋯⋯⋯⋯⋯⋯⋯⋯⋯⋯⋯⋯⋯⋯⋯⋯⋯⋯⋯⋯⋯⋯⋯(54)

种子生产⋯⋯⋯⋯⋯⋯⋯⋯⋯⋯⋯⋯⋯⋯⋯⋯⋯⋯⋯⋯⋯⋯⋯⋯⋯⋯(54)

种子基地⋯⋯⋯⋯⋯⋯⋯⋯⋯⋯⋯⋯⋯⋯⋯⋯⋯⋯⋯⋯⋯⋯⋯⋯⋯⋯(55)

苗木生产⋯⋯j⋯⋯⋯⋯⋯⋯⋯⋯⋯⋯⋯⋯⋯⋯⋯⋯⋯⋯⋯⋯⋯⋯⋯”(57)

更新造林⋯⋯⋯⋯⋯⋯⋯⋯⋯⋯⋯⋯⋯⋯⋯⋯⋯⋯⋯⋯⋯⋯⋯⋯⋯⋯(63)

调查设计⋯⋯⋯⋯⋯⋯⋯⋯⋯⋯⋯⋯⋯⋯⋯⋯⋯⋯⋯⋯⋯⋯⋯⋯⋯⋯(63)

整地⋯⋯⋯⋯⋯⋯⋯⋯⋯⋯⋯⋯⋯⋯⋯⋯⋯⋯⋯⋯⋯⋯⋯⋯⋯⋯⋯⋯(63)

植苗⋯⋯⋯⋯⋯⋯⋯⋯⋯⋯⋯⋯⋯⋯”j⋯⋯⋯⋯⋯⋯⋯⋯⋯⋯⋯⋯⋯(64)

抚育补植⋯⋯⋯⋯⋯⋯⋯⋯⋯⋯⋯⋯⋯⋯⋯⋯⋯⋯⋯⋯⋯⋯⋯⋯⋯⋯(65)

更新造林技术档案⋯⋯⋯⋯⋯⋯⋯⋯⋯⋯⋯⋯⋯⋯⋯⋯⋯⋯⋯⋯⋯⋯(65)

森林抚育间伐⋯⋯⋯⋯⋯⋯⋯⋯⋯⋯⋯⋯⋯⋯⋯⋯⋯⋯⋯⋯⋯⋯⋯⋯(66)

抚育间伐⋯⋯⋯⋯⋯⋯⋯⋯⋯⋯⋯⋯⋯⋯⋯⋯⋯⋯⋯⋯⋯⋯⋯⋯⋯⋯(66)

抚育质量⋯⋯⋯⋯⋯⋯⋯⋯⋯⋯⋯⋯⋯⋯⋯⋯⋯⋯⋯⋯⋯⋯⋯⋯⋯⋯(66)

抚育伐利用⋯⋯⋯⋯⋯⋯⋯⋯⋯⋯⋯⋯⋯⋯⋯⋯⋯⋯⋯⋯⋯⋯．．．⋯⋯(66)

植树绿化⋯⋯⋯⋯⋯⋯⋯⋯⋯⋯⋯⋯⋯⋯⋯⋯⋯⋯⋯⋯⋯⋯⋯⋯⋯⋯(67)

组织机构⋯⋯⋯⋯⋯⋯⋯⋯⋯⋯⋯⋯⋯⋯⋯⋯⋯⋯⋯⋯⋯⋯⋯⋯⋯⋯(67)

绿化制度⋯⋯⋯⋯⋯⋯⋯⋯⋯⋯⋯⋯⋯⋯⋯⋯⋯⋯⋯⋯⋯⋯⋯⋯⋯⋯(67)

义务植树⋯⋯⋯⋯⋯⋯⋯⋯⋯⋯⋯⋯⋯⋯⋯⋯⋯⋯⋯⋯⋯⋯⋯⋯⋯⋯(68)

森林保护⋯⋯⋯⋯⋯⋯⋯⋯⋯⋯⋯⋯⋯⋯⋯⋯⋯⋯⋯⋯⋯⋯⋯⋯⋯⋯(68)

林政管理⋯⋯⋯⋯⋯⋯⋯⋯⋯⋯⋯⋯⋯⋯⋯⋯⋯⋯⋯⋯⋯⋯⋯⋯⋯⋯(68)

野生动物管理⋯⋯⋯⋯⋯⋯⋯⋯⋯⋯⋯⋯⋯⋯⋯⋯⋯⋯⋯⋯⋯⋯⋯⋯(68)

森林病虫害防治⋯⋯一⋯⋯⋯⋯⋯⋯⋯⋯⋯⋯⋯⋯⋯⋯⋯⋯⋯⋯⋯⋯(69)

营林队场⋯⋯⋯⋯⋯⋯⋯⋯⋯⋯⋯⋯⋯⋯⋯⋯⋯⋯⋯⋯⋯⋯⋯⋯⋯(70)

绿水林场营林大队⋯⋯⋯⋯⋯⋯⋯⋯⋯⋯⋯⋯⋯⋯⋯⋯⋯⋯⋯⋯⋯⋯(71)

古源林场营林大队⋯⋯⋯⋯⋯⋯⋯⋯⋯⋯⋯⋯⋯⋯⋯⋯⋯⋯⋯⋯⋯⋯(74)

大扬气林场营林大队⋯⋯⋯⋯⋯⋯⋯⋯⋯⋯⋯⋯⋯⋯⋯⋯⋯⋯⋯⋯⋯(77)

壮志林场营林大队⋯⋯⋯⋯⋯⋯⋯⋯⋯⋯⋯⋯⋯⋯⋯⋯⋯⋯⋯⋯⋯⋯(80)

新天林场营林大队⋯⋯⋯⋯⋯⋯⋯⋯⋯⋯⋯⋯⋯⋯⋯⋯⋯⋯⋯⋯⋯⋯(83)

翠峰经营林场⋯⋯⋯⋯⋯⋯⋯⋯⋯⋯⋯⋯⋯⋯⋯⋯⋯⋯⋯⋯⋯⋯⋯⋯(86)

多布库尔造林林场⋯⋯⋯⋯⋯⋯⋯⋯⋯⋯⋯⋯⋯⋯⋯⋯⋯⋯⋯⋯⋯⋯(89)



第三节调查设计成果⋯⋯⋯⋯⋯⋯⋯⋯⋯⋯⋯⋯⋯⋯⋯⋯⋯⋯⋯⋯⋯⋯⋯⋯(112)

第二章伐区生产⋯⋯⋯⋯⋯⋯⋯⋯⋯⋯⋯⋯⋯⋯⋯⋯⋯⋯⋯⋯⋯⋯⋯⋯⋯(113)

第一节管理机构⋯⋯⋯⋯⋯⋯⋯⋯⋯⋯⋯⋯⋯⋯⋯⋯⋯⋯⋯⋯⋯⋯⋯⋯⋯⋯(113)

第二节伐区拔交与验收⋯⋯⋯⋯⋯⋯⋯⋯⋯⋯⋯⋯⋯⋯⋯⋯⋯⋯⋯⋯⋯⋯⋯(113)

第三节现场踏查与劳动组织⋯⋯⋯⋯⋯⋯⋯⋯⋯⋯⋯⋯⋯⋯⋯⋯⋯⋯⋯⋯⋯(114)

第四节准备作业⋯：⋯⋯⋯⋯⋯⋯⋯⋯⋯⋯⋯⋯⋯⋯⋯⋯⋯⋯⋯⋯⋯⋯⋯⋯”(115)

第五节伐区生产⋯⋯⋯⋯⋯⋯⋯⋯⋯⋯⋯⋯⋯⋯⋯⋯⋯⋯⋯⋯⋯⋯⋯⋯⋯⋯(119)

第三章木材运输⋯⋯⋯⋯⋯⋯⋯⋯⋯⋯⋯⋯⋯⋯⋯⋯⋯⋯⋯⋯⋯⋯⋯⋯⋯(】28)

第一节汽车运材⋯⋯⋯⋯⋯⋯⋯⋯⋯⋯⋯⋯⋯⋯⋯⋯⋯⋯⋯⋯⋯⋯?⋯⋯⋯”(128)

第二节原条检尺⋯⋯⋯⋯⋯⋯⋯⋯⋯⋯⋯⋯⋯⋯⋯⋯⋯⋯⋯⋯⋯⋯⋯⋯⋯⋯(131-)

第三节公路养护⋯⋯⋯⋯⋯⋯⋯⋯⋯⋯⋯⋯⋯⋯⋯⋯⋯⋯⋯⋯⋯⋯⋯⋯⋯⋯(131)

第四章贮木与销售⋯⋯⋯⋯⋯⋯⋯⋯⋯⋯⋯⋯⋯⋯⋯⋯⋯⋯⋯⋯⋯⋯⋯⋯(135)

第一节贮木场建设⋯⋯⋯⋯⋯⋯⋯⋯⋯⋯⋯⋯⋯⋯⋯⋯⋯⋯⋯⋯⋯⋯⋯⋯⋯(135)

第二节贮木生产工艺⋯⋯⋯⋯⋯⋯⋯⋯⋯⋯⋯⋯⋯⋯⋯⋯⋯⋯⋯⋯⋯⋯⋯⋯(137)

第三节木材检验与队伍培训⋯⋯⋯⋯⋯⋯⋯⋯⋯⋯⋯⋯⋯⋯⋯⋯一⋯⋯⋯⋯(143)

第四节木材销售⋯⋯⋯⋯⋯⋯⋯⋯⋯⋯⋯⋯⋯⋯⋯⋯⋯⋯⋯⋯⋯⋯⋯⋯⋯⋯(143)

第五章灾区援建与烧死木生产⋯⋯⋯⋯⋯⋯⋯⋯⋯⋯⋯⋯⋯⋯⋯⋯⋯⋯(147)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编林产工业

概况⋯⋯⋯⋯⋯⋯⋯⋯⋯⋯⋯⋯⋯⋯⋯⋯⋯⋯⋯⋯⋯⋯⋯⋯⋯⋯⋯⋯
锯材⋯⋯⋯⋯⋯⋯⋯⋯⋯⋯⋯⋯⋯⋯⋯⋯⋯⋯⋯⋯⋯⋯⋯⋯⋯⋯⋯⋯

兴安制材厂⋯⋯⋯⋯⋯⋯⋯⋯⋯⋯⋯⋯⋯⋯⋯⋯⋯⋯⋯⋯⋯⋯⋯⋯⋯

荣华木材综合加工厂⋯⋯⋯⋯⋯⋯⋯⋯⋯⋯⋯⋯⋯⋯⋯⋯⋯⋯⋯⋯⋯

(151)

(151)

(152)

(154)

>]



了彩

·4· 松岭区志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锯材生产的其它厂点⋯⋯⋯⋯⋯⋯⋯⋯⋯⋯⋯⋯⋯⋯⋯⋯⋯⋯_⋯⋯(155)

管理与销售⋯⋯⋯⋯⋯⋯⋯⋯⋯⋯⋯⋯⋯⋯⋯⋯⋯⋯⋯⋯⋯⋯⋯⋯⋯(156)

胶合板卫生筷子细木加工⋯⋯⋯⋯⋯⋯⋯⋯：⋯⋯⋯⋯⋯⋯一(158)

胶合板⋯⋯⋯⋯⋯⋯⋯⋯⋯⋯⋯⋯⋯⋯⋯⋯⋯⋯⋯⋯⋯⋯⋯⋯⋯⋯⋯(158)

卫生筷子⋯⋯⋯⋯⋯⋯⋯⋯⋯⋯⋯⋯⋯⋯⋯⋯⋯⋯⋯⋯⋯⋯⋯⋯⋯⋯(160)

细木加工⋯⋯⋯⋯⋯⋯⋯⋯⋯⋯⋯⋯⋯⋯⋯⋯⋯⋯⋯⋯⋯⋯⋯⋯⋯⋯(161)

木材综合利用林产化工⋯⋯⋯⋯⋯⋯⋯⋯⋯⋯⋯⋯⋯⋯⋯⋯⋯(164)

地板块木制玩具⋯⋯⋯⋯⋯⋯⋯⋯⋯⋯⋯⋯⋯⋯⋯⋯⋯⋯⋯⋯⋯⋯(164)

鞋楦⋯⋯⋯⋯⋯⋯⋯⋯⋯⋯⋯⋯⋯⋯⋯⋯⋯⋯⋯⋯⋯⋯⋯⋯⋯⋯⋯⋯(164)

衣帽挂⋯⋯⋯⋯⋯⋯⋯⋯⋯⋯⋯⋯⋯⋯⋯⋯⋯⋯⋯⋯⋯⋯⋯⋯⋯⋯⋯(165)

线轴⋯⋯⋯⋯⋯⋯⋯⋯⋯⋯⋯⋯⋯⋯⋯⋯··j⋯⋯⋯⋯⋯⋯⋯⋯⋯⋯⋯(165)

挤压菜板削片⋯⋯⋯⋯⋯⋯⋯⋯⋯⋯⋯⋯⋯⋯⋯⋯⋯⋯⋯⋯⋯⋯⋯(165)

纸浆木炭芳香油⋯⋯⋯⋯⋯⋯⋯⋯⋯⋯⋯⋯⋯⋯⋯⋯⋯⋯⋯⋯⋯(166)

第六编多种经营

机：lg％l·⋯⋯⋯⋯⋯⋯⋯··⋯⋯⋯⋯·⋯··⋯⋯⋯·⋯⋯⋯⋯⋯⋯⋯··⋯⋯⋯．(169)

：灰!lI!⋯⋯⋯⋯⋯·⋯⋯··⋯⋯⋯⋯⋯·⋯··⋯·⋯⋯⋯⋯⋯⋯⋯⋯⋯⋯⋯··(170)

土地面积⋯⋯⋯⋯⋯⋯⋯⋯⋯⋯⋯⋯⋯⋯⋯⋯⋯⋯⋯⋯⋯⋯⋯⋯⋯⋯(170)

生产组织⋯⋯⋯⋯⋯⋯⋯⋯⋯⋯⋯⋯⋯⋯⋯⋯⋯⋯⋯⋯⋯⋯⋯⋯⋯⋯(171)

生产沿革⋯⋯⋯⋯⋯⋯⋯⋯⋯⋯⋯⋯⋯⋯⋯⋯⋯⋯“：⋯⋯⋯⋯⋯⋯⋯(171)

付!【I：⋯⋯·⋯⋯⋯⋯···⋯⋯⋯⋯⋯··⋯⋯·⋯··⋯⋯·⋯⋯⋯⋯⋯⋯⋯⋯··(1 76)

种植业⋯⋯⋯⋯⋯⋯⋯⋯⋯⋯⋯⋯⋯⋯⋯⋯⋯⋯⋯⋯⋯⋯⋯⋯⋯⋯⋯(176)

养殖业⋯⋯⋯⋯⋯⋯⋯⋯⋯⋯⋯⋯⋯⋯⋯⋯⋯⋯⋯⋯⋯⋯⋯⋯⋯⋯⋯(176)

畜禽疫病防治⋯⋯⋯⋯⋯⋯⋯⋯⋯⋯⋯⋯⋯⋯⋯⋯⋯⋯⋯⋯⋯⋯⋯⋯(179)

采集业⋯⋯⋯⋯⋯⋯⋯⋯⋯⋯⋯⋯⋯⋯⋯⋯⋯⋯⋯⋯⋯⋯⋯⋯⋯⋯⋯(180)

小材小料加工⋯⋯⋯⋯⋯⋯⋯⋯⋯⋯⋯⋯⋯⋯⋯⋯⋯⋯⋯⋯⋯⋯⋯⋯(180)

食品加工⋯⋯⋯⋯⋯⋯⋯⋯⋯⋯⋯⋯⋯⋯⋯⋯⋯⋯⋯⋯⋯⋯⋯⋯⋯⋯(181)

服装加工⋯⋯⋯⋯⋯⋯⋯⋯⋯⋯⋯⋯⋯⋯⋯⋯⋯⋯⋯⋯⋯⋯⋯⋯⋯⋯(181)

社会服务业⋯⋯⋯⋯⋯⋯⋯⋯⋯⋯⋯⋯⋯⋯⋯⋯⋯⋯⋯⋯⋯⋯⋯⋯⋯(181)

酿造业⋯⋯⋯⋯⋯⋯⋯⋯⋯⋯⋯⋯⋯⋯⋯⋯⋯⋯⋯⋯⋯⋯⋯⋯⋯⋯(182)

白酒生产⋯⋯⋯⋯⋯⋯⋯⋯⋯⋯⋯⋯⋯⋯⋯⋯⋯⋯⋯⋯⋯⋯⋯⋯⋯⋯(182)

果酒生产⋯⋯⋯⋯⋯⋯⋯⋯⋯⋯⋯⋯⋯⋯⋯⋯⋯⋯⋯⋯⋯⋯⋯⋯⋯⋯(183)

分配方式⋯⋯⋯⋯⋯⋯⋯⋯⋯⋯⋯⋯⋯⋯⋯⋯⋯⋯⋯⋯⋯⋯⋯⋯⋯(183)

采j；屈!【l!⋯⋯⋯⋯⋯·⋯···⋯⋯⋯⋯⋯⋯⋯⋯⋯⋯⋯⋯·-·⋯⋯⋯···⋯··(183)

矿产资源管理局⋯⋯⋯⋯⋯⋯⋯⋯⋯⋯⋯⋯⋯⋯⋯⋯⋯⋯⋯⋯⋯⋯⋯(184)

黄金公司⋯⋯⋯⋯⋯⋯⋯⋯⋯⋯⋯⋯⋯⋯⋯⋯⋯⋯⋯⋯⋯⋯⋯⋯⋯⋯(184)

红光煤矿⋯⋯⋯⋯⋯⋯⋯⋯⋯⋯⋯⋯⋯⋯⋯⋯⋯⋯⋯⋯⋯⋯⋯⋯⋯⋯(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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