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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盛世修志，乃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经过全区(局)各单位、各部门通力合作，由区、林业局(以下简称局)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纂

的第一部《南岔区(局)志》付梓问世，确实是全区14万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南岔位于小兴安岭西南坡，居伊春东南方向。追溯历史，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汤原

县始有建制，南岔隶属汤原县．因史料匮乏，早年历史未见记载，前人可能有所嘻试，但未竣其

成，引为憾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伪满洲国在这里设置了“营林署”及其隶属的各个采伐“柜

头”，实行野蛮地掠夺式采伐。在那苦难深重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东北抗日联军

健儿，借助这丛山峻岭为天然屏障，点燃了持久不息的抗日烽火，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战斗。

东北解放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又在这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了围剿深山密

林中的日伪残余、恶霸土匪三位一体的国民党地下军匪帮的艰苦斗争，使人民赢得了战争，迎

来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新中国诞生后，南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在荒山秃岭开发生产、改造山

河，使这里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66一,-,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南岔的各项

事业受到挫折，更加使人们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是可悲的。粉碎“四人帮”后，

南岔人民又迎来了新的希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制定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南岔面貌发生了更加可喜的变化，改革，给南岔人民

带来了幸福和光辉灿烂的前景。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和南岔的特点，在《南

岔区(局)志》里都得到了充分地表述。

新编地方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前启后，反映现

实，服务四化，存史传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也是全区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于1986年重新

健全了区(局)志编审委员会和史志办公室，调集有志之士，动员各方力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广征博采、存真求

实，严谨治志，新铸史篇，终于完成了这一宏愿。从而为本区各级领导了解南岔历史和现状，从

实际出发作出决策，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向全区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

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南岔的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

修志过程中，从搜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工程浩繁，任务十分艰巨。现在，经过3年多的努

力，尤其是经参加编写的各位同志认真考证，勤奋笔耕，终成志稿，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志成之际，我们欣然作序，谨向所有为《南岔区(局)志》给予关心、提供资料，做出贡献者致

以诚挚的谢忱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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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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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用新

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秉笔直书、翔实记述南岔区(局)各时期自然、社会和人文诸方面的历史

面貌，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南岔是由南岔区、南岔林业局、浩良河区、浩良河制材厂4个单位先后合并，实行政企

合一管理体制。在编纂过程中，为避免重复，本志以南岔区和南岔林业局为主线；对浩良河区、

浩良河制材厂分别记述在各篇、章、节中，未集中记述。

三、本志上限自，1905年(清光绪31年)，下限断至1985年，记述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37年本区(局)变迁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情况，确需延伸的内容，如乡镇企业、保险公

司等，偶延到1986年末。

四、本志由志、记、传、图、表、录、照诸体组成，以志为主体，图表分插各篇、章、节之间，以

求图文并茂。结构以篇、章、节、目排列。本志设有概述，地理，林木资源，木材生产，营林，林产

工业，基本建设，劳动、财务、计划、安全，机械电力，地方工业，交通邮电，农业与多种经营，经济

管理，商业、物资，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科技，党务工作，人大、政府、政协，群众团体，公安、司

法、武装，社会生活，人物、附录，大事记等24篇，约80万字。

五、本志行文按记述体，语体文。称谓：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用的习惯称呼，再在括号内注明

公元；数字书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对人物称谓，采用直书姓名，领导者第一次出现在志书中，

运用职务加姓名，第二次或以后出现直书其名。对各个时期的行政机构，按当时名称称谓，不另

加政治性定语}地名书写，凡记述历史沿革用旧地名者须在括号内注明现地名，余者一律用现

地名。

六、本志人物篇因缺少资料，难免遗漏和误差，待续修志书时，再行补遗纠正。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区(局)档案科、区(局)机关各科、室、部、委、办、局，基层各单位编写

的志稿，采访的口碑资料，以及省森工总局、哈尔滨铁路局和汤原县、伊春市档案馆资料。统计

数字来源于区(局)计划统计科和各业务主管部门。



概 述

南岔林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东南麓，汤旺河下游。地理坐标为：东经128。49'

～129。46，，北纬46。36，～47。24’。东与鹤立林业局搭界，南同依兰、汤原两县接连}西南与带岭、

朗乡林业局毗邻，北靠金山屯区、美溪区I仅西北一隅与乌敏河区接壤。

南岔是绥佳、汤林铁路的交通枢纽。绥佳线由西向东南，汤林线由西向东j匕经过辖区，形成

交叉网络，南岔火车站是绥佳、汤林两线的一等站。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南至哈尔滨，北达伊春，

东到佳木斯，西通绥化。南岔区(局)公路纵横交错，勾通各林场、经营所、乡、镇、村(屯)。公路

网密度已达2．41米／公顷，基本形成了以铁路为主，公路为辅的交通网。对林业、农业、地方工

业、商、粮、财、贸各业发展起着大动脉的作用。

区(局)所在地南岔距伊春国铁行程105公里，公路行程104公里。

南岔行政区总面积3088．41平方公里，林业施业区面积299716公顷。南岔区(局)辖2镇

1乡(1ip浩良河镇、晨明镇、迎春乡)，6个林场，10个森林经营所，5个街道办事处。总户数为

36224户，总人口为142271人。其中，汉族占98．6％，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彝族、壮族、

瑶族、侗族、达斡尔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等13个少数民族占1．4％。

南岔区(局)属低山丘陵地带。平均海拔300-'-,500公尺。坡度一般在100---,20。之间。局部

地区最大坡度为40。,'--60。。阳坡陡短，阴坡缓长，岗脊较宽平。蜿蜒曲折的十五条河流总长约为

490公里，其中，最大河流为汤旺河，流经辖区94公里；西南岔河由西向东迂遛伸延辖区36公

里，沿绥佳铁路线至南岔东南11公里处汇入汤旺河。．

南岔区(局)气候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湿润炎热。全年积温2200"--

2300"C，平均气温在O'C左右。极端气温高达36．3"C左右。极端最低达一43．1℃，年平均降水

量为550,---750毫米。冬长夏短，早霜落在9月中旬，5月中旬中止晚霜．全年无霜期约115天

左右，结冻期约6个月。

土壤有暗棕壤、草甸土、沼泽土3个土类，共12个亚类，17个土属。

南岔区(局)林木资源总蓄积13881608立方米，其中，成过熟林蓄积4170057立方米，中令

林蓄积3991620立方米，幼令林蓄积1898624立方米，其它3821300立方米。森林覆被率为

61．7％。成材总蓄积为10060301立方米，针叶林蓄积3405381立方米，占成材总蓄积33．8％，

阔叶林蓄积6654920立方米，占成材总蓄积66．2％，主要树种有红松、落叶松、云杉、水曲柳、

黄菠萝、胡桃楸、榆树、桦树、柞树、椴树、杨树等10余种。

南岔矿产资源丰富，已经开采的有石英石、石灰石、砂金等。主要山特产品有木耳、猴头蘑、

元蘑、榛蘑、草蘑、蕨菜、猴腿菜、黄花菜、笃斯果、蜂蜜、红松籽、榛子、人参等，其中元蘑、蕨菜远

销日本及东南亚。药用植物主要有党参、黄芪、桔梗、百合、五味子、赤勺、平贝、防风、黄柏、三棵

针、穿地龙、透骨草、车前子、刺五加等百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有猞猁、獐子、水獭、马鹿和青羊

等，经济动物有狍子、野猪、黑熊、黄鼬、山兔等。鸟有榛鸡、雉鸡、啄木鸟、杜鹃等240余种。

南岔早年历史未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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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汤原县始有建制，南岔隶属汤原县。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

年)，汤原县共划5个乡，南岔隶属西岭乡。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汤原县下辖5个区，南岔

隶属汤原县第三区(红石砬子)，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南岔隶属汤原县第二区(竹帘)。

1933年(伪满大同二年)，汤原县仍利用旧中国保甲制进行统治。全县共划7个区、9个保，南岔

隶属第二区，竹帘保。1939年(伪满康德六年)，保甲制改为街村制，设一街九村，南岔隶属带岭

村。1941年(伪满康德八年)，日伪政权为加强统治，将行政区划改为一街七村，南岔隶属带岭

村。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后，南岔村隶属汤原县。1946年2月(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

岔为汤原县第五区。

1946年8月，中共汤原县委派申子良等7人组成的土改工作队来南岔，发动各界群众，斗

争了恶霸地主许文彬，重新建立了第五区人民政府。1947年2月，中共汤原县委派刘杏厚、张

士杰、林长青组成南岔区委，刘杏厚任区委书记兼区长。

1952年12月1日，汤原县第五区南岔从汤原县划归伊春县，行政序号为二区。1955年9

月12日，根据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指示：浩良河从二区(南岔)划出，另设区建制。二区(南岔)

改称为南岔镇，隶属伊春县。1957年11月26日，根据伊春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南岔镇变南岔

区的批复》，建立市辖南岔区。

1960年3月，南岔区改称南岔人民公社。1962年12月17日，复称南岔区。1964年8月，

根据伊春特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南岔区与南岔林业局合并指示》，同年10月，南岔区与南岔林

业局实行政企合一管理体制，隶属伊春特区和伊春林业管理局。1968年1月27日，经伊春市

革命委员会第62次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批准成立南岔区革命委员会。1969年10月，黑龙江

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南岔区和浩良河区合并为南岔区。1980年4月，经伊春市人民政府批准，南

岔区革命委员会改称南岔区人民政府。

南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自日本侵略军践踏东北国土之时，这里的抗日健儿便在极其艰

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935年始，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在南岔周围的各个村(屯)点燃了抗日

烽火，南岔的吉星屯就是当年抗日先锋模范屯之一。 ．

1936年5月，党吸收了南岔区的第一个村民高玉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块石”山(抗日

时期称之“帽山”)位于南岔区(局)翠岗林场境内，是抗日联军的后方根据地之一。1936年1月

28日赵尚志、夏云杰、冯志刚等人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东北抗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

议”在这里召开。会议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中央“八一”宣言精神，推动

了抗日战争的蓬勃发展。1937年6月28日在“四块石”山的北坡，抗联六军被服厂所在地召开

了“中共北满I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抗日联军的各路军领导冯仲云、李兆麟、戴洪宾等参加了会

议。“四块石”山北坡埋葬着1937年冬为保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与日本侵略军讨伐队激战而

壮烈牺牲的宋喜斌团长等人的忠骨。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又开展了围剿隐居于深山密

林中的残匪的艰苦斗争。1946,---,1949年，先后消灭了匪首莫德贵及余匪30余人。

在党的领导下，南岔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南岔林区，在很早以前，就有人到此伐木，但未设制。伪满洲国年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

踏了这片林区，设置了“营林署”及隶属“营林署”采伐集点的各个“柜头”，进行掠夺式采伐，直

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946年8月，合江省林务局在南岔始设林务分局。1949年8月31日，根据松江省委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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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南岔林务分局与汤原县林务分局合并为汤原县林务局，在南岔设林业办事处．1950年，经

松江省决定，将汤原县林务局(含南岔)划归伊春森林工业管理局。1951年7月23日，根据伊

春森林工业管理局决定，撤销鹤岗林务分局，其大部分人员迁至南岔，组建南岔林务分局。1953

年6月29日，根据中央林业部决定，南岔林务分局与美溪林务分局合并为南岔林务分局，同年

7月3日，南岔林务分局改称为南岔森林工业局，隶属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伊春分局。1954年

7月，隶属伊春森林工业管理局。1956年，南岔林管区成立，隶属伊春森林经营局。

1958年4月8日，根据伊春林业管理局决定，南岔森林工业局改称为南岔林业局。同年，

南岔林管区与南岔林业局合并为南岔林业局。

1961年11月，浩良河制材厂划归南岔林业局。1964年10月，南岔林业局与南岔区合并，

实行企政合一。到1985年底，南岔区(局)直属单位63个，职工总数13188人。1985年，全区工

农业总产值实现6762．5万元，其中林业产值4774万元，地方工业产值866．8万元。乡镇企业

产值210万元，农副业产值911．7万元。完成商品材19万立方米，锯材40035立方米。1984

年，南岔林业局被黑龙江省政府命名为“六好企业”。

南岔林业局从建局到1985年，共为国家生产木材13286433立方米，其中计划内木材为

12679476立方米。本局的木材生产1951-'-1958年为全盛时期，年平均产量在50万立方米左

右，最高年份到过60万立方米。1959"--1966年为稳定时期，每年基本稳定在35万立方米左

右，1966----1985年为锐减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森林资源遭到严重地破坏，森林资

源濒临枯竭。1967年以后，木材生产产量出现逐年减少趋势，到1985年，木材产量已经锐减到

22万立方米。比1958年减少37．6％。

林产工业始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少数单位从松脂中提炼“松香”和“松节油”。此时，

南彷林业局山上各林场均掀起了大搞木材综合利用的高潮。由于缺乏技术人才，技术上过不了

关，损失浪费惊人，没坚持多久就下马了。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指引

下，通过改革产品结构，陆续投资组建了南岔胶合板厂、晨明贮木场刨花板车间、浩良河木材加

工厂纤维板车间。同时要求各林场、贮木场都搞小材小料加工，先后生产出箱子板、工具把、空

心门、家具等7类90余种林产工业产品。1985年，林产工业产值959．5万元，为林业经济的振

兴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营林生产始于1952年春，到1985年全局已建立森林经营所10个，育苗苗圃11处，其中

省一级苗圃6处。33年来，全局更新造林总面积2146287亩，累计保存面积为1021454亩，保

存率为47．6％。1984年9月，南岔林业局被省森林工业总局评为百万亩人工林先进单位，被

国家林业部授予“造林育林先进企业”。

建局以来，基本建设累计完成总投资11625．7万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4000．1万元，

完成建安工程8163．8万元，设备投资3103．2万元，育林投资704．4万元，更改投资4976．9万

元。木材采运投资3999．2万元，非生产性投资9449．8万元．共计修筑运材公路495．1公里，

营林公路155．9公里。地方公路72．6公里。在城镇建设上，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共计建筑

房屋499059平方米。铺设沥青路面1条，长度为1556．5米，水泥路面5条，长度为3100米，

基本和正在改变南岔区(局)房屋破旧，道路泥泞的面貌。

随着林区的开发建设，农业和多种经营生产也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逐步从林业生产的附属

性产业，发展成为林区建设的支柱产业。到1985年，全区已建成2个镇、1个乡、29个村屯，有

耕地93036亩，农业人口18331人，整、半劳动力4900余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

农村普遍推行了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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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进入了一个振兴的阶段。

1985年全区蔬菜总产3500万斤，农业总产值178万元，人均收入已达435元。多种经营生产，

60年代初，主要是种植业兼顾养殖业，以补充职工生活和社员收入为目的，规模较小。1981年

在改革产品结构过程中，区(局)领导班子深入探索搞活林业经济的新路子，把发展林产工业、

多种经营作为求生存、争发展的战略措施来抓，成立了多种经营开发公司，以种植业、采集业、

养殖业、加工业、商饮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多种经营项目遍地开花，发死的林业经济从此活起

来。1985年，全区以人参、木耳、畜牧业为主的多种经营骨干项目达70多项，120个品种，种、

养、采、加基地达93处，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到1559户，多种经营从业人员已达8740人，年创

多种经营产值2601．7万元。

建国前，南岔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仅有几处简陋的私人小作坊。建国后，随着林区的开

发建设，地方工业逐渐发展起来。1955年只有“铁木业社”1处，从业人员15人。1960年地方工

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人员增加到398人。开始搞炼乳、铆锻、翻砂、机修、农机修配等项生产。

1981年以来，地方工业人员发展到781人，地方工业骨干厂子发展到9个。到1985年，全区共

有地方工业厂、店21个，地方工业年产值已达866．8万元。1984年9月，南岔乳品厂生产的

“育林”牌奶粉被评为黑龙江省优质产品。

南岔区的教育始于1937年。1937～1945年，有初级小学校4所，教师9人，学生百余名，

由于战争频繁、学校处于时办时停状态。1945～1949年，在党的领导下，恢复了停办的学校，并

新建了5所小学校，此期，9所小学校，有学生200余人，教师19人，校舍是破旧民房改建而

成。1952年，南岔从汤原县划归伊春县时，汤原县将地方办的16所小学，林业办的12所小学

计28所学校移交给伊春县，其中划归南岔17所小学(地方办的14所、林业办的3所)。1956

年8月，南岔镇第一所初级中学成立。到1985年，全区(局)共有59所学校，其中小学48所，

教学班435个，学生13545名，教师649人，砖瓦结构校舍41364平方米；中学10所，教学班

133个，学生7400名，教师536人，砖瓦结构校舍28629平方米；教师进修学校1所。成人教育

有了良好的开端，1985年，全区有成人教育学校57所，校舍总面积5150平方米，达到职工人

均0．4平方米。全区有2500多名干部和工人参加电大、函大、职大、刊大学习，初步形成了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

文化体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了长足的进展。建区(局)初，仅有一个说书馆，及唱

二人转的地方戏场所木板房一幢。1953年，南岔森林工业局建立后，投资建设了两层楼的职工

俱乐部。又先后建立了京剧院、文化馆、林业工人文化宫、新华书店、电影院、图书馆、广播电视

插转台、体育馆等一些文化体育设施，活跃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区(局)每年都有计划

地组织群众性文艺汇演、展览及各种项目的体育比赛。外地的文艺团体和体育代表队也经常到

南岔进行表演。50年代，区(局)为国家队输送了篮球名将刘和，70年代，为黑龙江省速滑队输

送了速滑健将曹桂凤。南岔区(局)体育代表队于1985年，在伊春市第四届运动会上获得了团

体总分第1名的好成绩。

科研工作，建局初期至1976年，由机械科代管，1977年成立了科技科，配备了5名大学

生，每年投资1万元。到1985年，在蔬菜栽培、松苗培育、森林病防、人参种植、刺五加培育、人

工红松扶育等项目研究上取得了成绩，先后有15篇具有应用价值的科学论文，在省级报刊上

发表。区卫生防疫站医师李样祯的《亚硒酸钠防治大骨节病161例效果研究》获1984年黑龙

江省政府优秀科技成果3等奖。1983年，南岔林业局被评为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工作先进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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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工作，建国初期，南岔仅有3家私人药店，各自有坐堂先生。1953年，成立了南岔

林业职工医院，有医务人员90人，设有病床100张。到1985年，区属医院6所，医务所25处，

共有卫生人员1294人，其中主治医师62人，医师208人，中初级卫生人员779人，共有病床

1066张，平均每千人口中有中级以上医护人员5．44人，每千人口中占有病床7．52张，高于全

国每千人口卫生人员与床位的平均数。此外，黑龙江省林业结核防治医院、伊春市第二医院、南

岔铁路医院、南岔木材水解厂医院，均在南岔区(局)境内，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医疗方便。

南岔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在林区开发建设上是勇敢奋斗的开拓者。34年前，他们在党

的领导下，在一片荒山秃岭的旧基上，开发生产，改造山河，终于把南岔区(局)建设成拥有“

万人口的林、农、工、商、学各项事业齐备的社会主义新城镇。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聪明勤奋的南岔人民，一定会把南岔建设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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