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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做到忠于史实、秉笔直书。

二、本志遵循“立足当代、追溯古代、详今略古”的原则，以记载当代为志书的中心内容，断

限上自清光绪31年(1905)，下限1990年末．重点记述1946·年建局后44年的历史。

．三、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设篇、章、节三级纲目。全志采用图、志、表、记、录、照六种表达

方式，以志为主体．彩照、彩图集于卷首．

四、处理材料的原则，遵循事从类从，归属得体I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排列有序，层次分明l

纲目相宜，命题准确。

五、称谓沿用各历支时期的通称，不另加政治性定语。朝代纪元也沿用通称，在括号内，注

明公元年份。地名运用凡历史沿革用旧地名，在括号内注现名称。

六、大事记记述的内容，有具体时间的按时间顺序排列，无月份可考的列于其后。

七、本志100余万字，资料以本局档案资料为主，辅以历史资料和口碑资料，凡街谈无宗

者，概未入志。统计数字由局有关科室及单位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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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阿尔山林业局建局四十五周年之际，在这春花吐红的五月，‘阿尔山林业局志》出版

了。她的问世，是我局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欣而为之作序。

一一美丽富庶的阿尔山·林区是镶嵌在大兴安岭这绿色海洋中j颗光彩夺日的明珠。建局45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勤奋朴实的阿尔山人，克服重重困难，在勤奋、求实、团

结、奉献精神激励下，进行着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的创造性劳动，生产逐年发展，文化物质生活

日益改善，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这饱经忧患的林区，今天已建设成充满生机、前景广阔的综

合性大型林业企业。

．昔日的阿尔山林区，曾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史料称之为“天日为之暗淡”。1931年，日

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东北沦陷，青山罹难，生灵涂炭，铁路伸入了阿尔山林区腹地，十

几年的掠夺性采伐使大面积优质林木被荡劫一空，森林资源遭受到严重破坏。1945年日寇宣

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民族与森林的灾难才就此结束，阿尔山林区回归入民的怀抱。

19,,46年4月，东蒙林业公司成立，这就是阿尔山林业局的前身。继而大兴安岭林区首批开

发建设者们开赴这里，风餐露宿，帐篷为家，开始了艰辛的创业。源源的木材开始为解放战争和

建设新中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森林工业获得了新生，党派来了大批的有志儿女支援边疆建

设，扎根林区，建设林区。由于长时间重采轻造的过量采伐，使可采资源逐渐减少，使阿尔山林

业局较早地进入资源和经济危困的低谷。对此，阿尔山人认识得较早，在50年代便开始营造人

工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体制改革，阿尔山林区加快了建设步伐，面貌焕然一新．

1988年我局全面实行了局长负责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深化改革、强化管理要效益，党政

和衷共济，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佳时期，1989年跨进自治区先进企业行列。

编史修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由

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央策，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重任务。<阿尔

山林业局志》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忠于史实，秉笔直书，详今略古，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不乏是一部好的乡土教材，使青年

一代及其子孙从中受到教益，继往开来，责不可诿。这部志书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集

着编写人员及编辑办公室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宵衣旰食，字斟句酌，终于完成这项浩大的文化

工程，无疑是惠及子孙的壮举。编写人员开创性的工作，理应得到肯定和珍重。

回顾45年我们．走过的光辉历程，留下了坚实的阿尔山人勤奋、求实、团结、奉献的足迹，我

们所取得一切成就都是阿尔山人戮力同心、艰苦创业的结果。‘阿尔山林业局志》的问世，不仅

·1·



为林业生产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资治依据，也为林业现代化建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追思过去，感慨万千l遥想未来，壮志凌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大道上，我们将团结奋进，自强不息，实现。两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脱危，十

年致富”的奋斗目标，把我们阿尔山林区建设成为林兴民畜，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青山常在，永

续利用的现代化林业企业．

芝刃老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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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阿尔山林业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边陲之地。施业区跨兴

安盟的科右前旗、呼伦贝尔盟的扎兰屯市和鄂温克族自治旗，本局东北、东南分别与绰尔林业

局和柴河林业局为邻．南依大兴安岭主脉与自狼、五岔沟林业局相接，北靠鄂温克族自治旗，西

‘北与新巴尔虎左旗接壤，西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侧曜坐标为来经1-19。51’"-'120。57’，北
纬47。07','---47。55'。

． 山地构成了本局地形之主体，境内山峦起伏，沟系纵横交错。海拔高在820"--1745米之间，

属中切割中山地貌．山地平均坡度为12。左右。由于大兴安岭主脉走向分割，境内河流按流向

分有哈拉哈河、柴河和伊敏河，其中以哈拉哈河流程最长。山峰晦嵘，河流交错，林木森森，构成

了本林区秀丽风光。 ．

本林区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寒冷、潮湿、冬长无夏春秋相连。年平均气温

--3．3℃，无霜日为77天。本局地处大兴安岭南缘，介于蒙古高原与松嫩平原之间，是森林植被

向草原植被过渡地带，境内植被属寒温带针叶林。主要由东西伯利亚的区系植物所构成，并有

毗邻的蒙古区系植物成份。建群种和优势树种有兴安落叶松、樟子松、白桦、红越桔、黑越桔、岩

高兰狭叶杜香组成。向阳坡地有针茅等蒙古区系的植被。本局分布的野生动物属寒温带栖息‘

动物。主要有驼鹿、马鹿、黑熊、棕熊、狍子、猞猁、水獭、飞龙等。矿物资源有石灰石、大理石、黑

曜岩等分布。
。

昔日的阿尔山林区，原始森林蓊蓊郁郁。据史料记载，满清入关之前，。罕王”游猪曾到过索

伦山以北25"--,100公里左右的地方(现为五岔沟、自狼林业局所辖施业区)。这里群山连绵不

绝，其面积之广，森林之大为天然一绝。其主要树种为落叶松最多，树高30余米，胸经1米左

右，杨、桦、柞为第二位。根据当时区域划分，扎兰屯、牙克石属“索伦山”境内，总面积40万平方

公里，罕王看到这个地方草木茂盛，禽兽繁多．把它变为围场狩猎重地。

道光元年(1820年)时，科右前旗被称之为。扎萨克图旗”，由于这里树茂林森，史料称之为

。天日为之暗淡”。郡王满都尔吉视之为圣地，于是修筑葛根庙。光绪三十一年间(公元1905

年)，由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根据佐领吉祥的申请，开发索伦山的资源，并建立了祥裕木植公司．

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庙于当时交通不便，加之经济所限，林业机构撤销，停止了木材生

产和林业税收。后来扎萨克图旗的官员台吉，为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他自己负责经营，沿洮儿

河一带，设旅店六处，实际上是木材采伐生产机构，招募了很多采伐工人，木材销售到沈阳，长

春、吉林等东北各地。

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把索伦山以北，特别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地带的原始森林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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