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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至今．已有成千上万部地方志流传于

世．成为我国珍贵的历史史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亘古以来，真正能够详细地叙述盛

衰兴亡。评说功过．总结经验，激励后人的林业史志却寥若星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林区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飞跃发展．人民

生活显著提高·一幅波澜壮阔．前程似锦的宏俸画卷铺现在兴隆林区大地，历史翻开了

崭新的一页．时逢盛世．编史侈志方兴未艾，编纂《兴隆林业局志》成为必然．

兴隆林区位于小兴安岭南麓，松花江中下游，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林木资源．自

1903年开发至1985年．已历83个春秋．经过了清朝末年的初期开发、沙俄盗伐．育

办砍伐、日冠掠伐和建国后国家经营建设诸阶段．其间，沧海桑田、日月交替、勤劳智‘

慧的林区人民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苦战奋斗．辛勤创业，改造利用了自然．创造发展了

文明。变革进化了社会，开拓续写了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6年中。

林区人民更是改天换地，勇攀高峰，谱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创造出可歌可泣的光辉业

绩．为了上继先人．后启来者．光大祖国文化．藉以启迪子孙，惠及后人，≮兴隆林业

局志》亦应运而生．

<兴隆林业局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方法．依据真实可靠的资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上下近百年，纵横∞万顷．疆域沿革、山脉河流、资源交通．气象物候．政治经济，

科学文化、奇闻轶事、KAA．情。包罗万象。无所不纂．

《兴隆林业局志》的向世，必将对林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

推动作用．通过汇集大量的林区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翔实

的．全面的历史资料和现状情况，既可以积累和保存林区文献，促进科学和文化事业的

发展。又可为全局干部、职工了僚局情，以便从实际出发．发挥本林区的经济优势，开

发利用和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加快林业生产建设步伐作出科学的抉择和决策而提

、供可靠的资料和依据，还可为向全林区人民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服务．但是，由于时空跨越较长和史料有限。加之编纂时间仓促，书中疏漏错

讹、选录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局内外熟知兴隆林业局史实．关心兴隆林业局盛衰的

志士CA．批评指正，这是编者与我的共同愿望．

值此《兴隆林业局志》面世之际．我衷心希望全林区人民鉴古知今．同心协力，继
。

往开来．开拓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不断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王玉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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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财以新的观

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翔实完备地记载了兴隆林区自然社会

和人文等方面的历史真实面貌．取材和记述以林业生产、经营为主。力求达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高度统一．

二．本志上限溯至1903年本林区开发。下限断至1985年．历时83年．本着。详今

略古。的原则。重点撰述建国后36年．

三．全书以类分编。以编分章。立自然地理、森林资源、行政建崩、党群工作、术

材生产、森林经营．林产工业、集体经挤、基本建设．机械电力．企业经营、教育科

技．文体卫生、商业粮食．林区社会、人物等16编，63章215节．9移万字．图片4l

张．

四、卷首冠以《概述》和《大事记》，《概述》全面综述本林区开发建设概况；<大

事记》记载了本林区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和活动，为全书之脉．

五、本志运用语体文。记述体．采取。横排类目．纵写史实。的方法．所立各编章有

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有以记事为中心的记事本末体，也有以专业为中心的说明体．

本着。不为生人立传’的原则。人物编只设简介和人名录．

六、全书采用志、记、图、表，照、录等几种形式．其中．彩色照片．地图汇集卷

曹，其它黑白照片散列予有关编章．

七．本志记述时间一律以公元纪年．解放前的时间在公元纪年后括号注明旧纪年．

八，本志资料以本局档案资料及多证的口碑资科为主．其次来源于大连、南京．上

海、沈阳，黑龙江省档案馆、图书馆及通河县档案室、县志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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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兴隆林业局(原通河林业局)始建于1948年．至1985年．38年中，随着隶属关

系的变更及生产的发展，几易其名，先后称。通河县林务局。。。通河森林工业分局。．。通

河森林工业局’。。通河林业局。．1985年1月1日．局址搬迁至巴彦县兴隆镇。又更名

为兴隆林业局。隶属于黑龙江省林业总局松花江林业管理局．

兴隆林业局所辖林区，座落于小兴安岭山脉南坡，松花江中、下游北岸的通河．木

兰两县境内．地理位置在东经127。54 7 40∥N-128。51 7 15，，北纬46。l 7
30一

w46。27 7

23矿．东。西、南、北分别与清河林业局和郎乡林业局、木兰县．通河

县、桃山林业局和双丰林业局接壤．施业区南北平均宽65公里，东西平均长49公里，

总面积319，329公顷．

兴隆林业局施业区地处中温带，三江一一长白山气温区．属湿润性季风气候，寒署

悬殊．雨雪分期．春季短．多风干燥，夏季湿润多雨，秋季多霜，冬季长而寒冷．年平

均气温12℃，最高气温37．412．最低气温-46．2U；年平均降水量710．6毫米．年平均

无霜期115天． 、

施业区地理构造主要由花岗岩、玄武岩、石英岩构成．土壤主要为暗棕壤，其次为

草甸土、沼泽土、白浆土．泥碳土，其中暗棕壤占施业区总面积的83．78％，是林区各

种植物生长的沃土．

特异的气候，湿润的沃土，奇特的地质构造，蕴育了林区丰富的资源．本林区有红

松．水曲柳、云杉、冷杉、落叶松、黄菠萝、胡桃楸等珍贵树种；人参。五味子，天

麻、黄芪、刺五加，龙胆草、平贝、党参等名贵药材；木耳、蘑菇．猕猴桃．猴头等山

珍品；熊、紫貂、猞猁，马鹿，水獭、林蛙．飞龙、獐子等珍稀动物；硅石，大理石、

花岗岩．石墨，云母、水晶、石英、铁、铜等矿藏．

本林区交通比较发达．乌鸦泡至兴隆镇森林铁路干线188公里，横贯巴彦．木兰，

通河3县．与国铁滨北线兴隆镇车站接运；施业区南部运材公路150公里，施业区北部

国防公路46公里．均与哈罗公路衔接。贯穿南。北施业区腹部；乌鸦泡下至佳木斯，

上至哈尔滨有松花江水路运输；乡间、林场间公路．土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林区内

道路总长度达624．9公里．

施业区内山峦叠蟑．河流密布．大小山峰50余座。最高的白石砬子南山海拔1．

306米，峰巅终年积雪：大小河流324条。其中岔林河、浓浓河，木兰达河，白杨木等

河，河宽．水深、流长，是本林区开发初，中期的木材运输(流送)的主要通道．

兴隆林区始开发于1903年．此前，本林区一直被原始森林复盏，紊有。林海’之

称。其间，虽有少量零星采伐。但无损森林皮毛．中东铁路建成后，沙俄势力侵入本林

区，胁迫清政府订立《砍木章程》，大批雇用木商把头．在岔林河、浓浓河沿岸砍伐木

材。年采伐量均在10一_20万立方米．消耗蓄积40_一60万立方米．至1930年，28年

中。沙俄从本林区共掠走木材800多万立方米，消耗森林蓄积2．000万立方米．使岔

林河、浓浓河沿岸森林资源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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