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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是1986年州委、州政府决定编纂的一部
多卷集成的新型志书。在前任州委书记李仁山同志的关心和重视下，1990

年起陆续分卷出版。各卷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情况出发。记载了黔东南境

域的历史进程，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黔东南苗族侗族汉族和其

他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

就，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为黔东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历史借鉴。 。

黔东南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苗族侗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先民早就在

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祝共同建设家园，共同反抗历代统治者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促进了黔东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明永乐年间开始，封建

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特别是清雍正年间，清军在黔东南屠杀了数以

十万计的各族人民优秀儿女，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毁于战火。英雄的黔东

南各族人民没有向统治者的屠刀屈服，进一步加强团结，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发展生产，建成了象镇远、黎平等历史文化古城；坚持对封建统治者

的长期斗争，涌现出张秀眉、姜应芳等民族英雄，
鸦片战争以后，黔东南各族人民奋而抗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和帝国主义的

经济文化侵略并积极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在护国，护法和北伐战争中也作

出了重要贡抛1934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黔东南，在黎平召开了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播下了革命火种．黔东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坚持革命斗

争周达文，龙大遗杨至成等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托1949年迎
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黔东南全境获得了解施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平息匪乱，恢复和发展

生产，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并从1953年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195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开创

了黔东南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建州30多年来，·特另4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平等、团结、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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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87年自治州根据《民族区域自治

法》制定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轨民族自治纳入法制轨遗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1989年全州有少数民族

干部37582人，占全州干部总数62．2％。改革开放方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1989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达163896万元，比1949年增长

7．08倍。
、

解放40年来，黔东南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变，山变、水变、河

也在变。自治州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建立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师

范、民族农业学校、民族林业学校'初步形成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小学

教育配套的民族教育体系．在苗族侗族聚居的乡村学校及农村，推行苗

文，侗文，进行。双语教学”．在校学生逐年增多，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

89％以上。随着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全州少数民

族人口素质逐年提高。山是黔东南的特色，矿藏，植物、动物资源丰富．

目前全州森林覆盖率为26．67％，木材蓄积量达4789．3万立方米．1951年

至1989年i向国家提供木材1481万立方米．全州建成蓄水工程3360多、

处j总库容量达27369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140万亩以上．建成农

村水电站l 100多处，装机容量达6．13万千瓦．全州县县有电、区区有电、

84％的乡和60％的村、53．3％的农户用上电．数十种重要矿产正在陆续开

发。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到1989年，全州公路通车里程达4422公

里。全州实现县、区和75％的乡通了公路．湘黔，黔桂铁路穿过州境。今

后，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促进民族

团结，大力发展自治州民族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和目标一定

能够实现。

编纂地方志是对州情、市情、县情的全面调查和总结，是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州志的出版，将服务当代，惠及后

人并为开发黔东南、建设黔东南，加强民族团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
供了重要的教材，对于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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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素有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年间共修府．州．厅．县志近百

部，．现存尚有40余部。历经沧桑得以流传下来的4部府志均修于清代，为

境内曾设置的镇远、黎平，思州3府古代变迁沿革保存了重要史料。民国

时期废府后，行政督察区无倡修志书之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镇远

专区设置7年。百废待兴，亦未及考虑编纂志乘．1956年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成立后，30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重大进展．编修新志

记录一代兴衰是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应负的历史责任．晚清以来百年间黔东

南的历史变化尚无志书作出全面记载．清代所修府志受到历史的局限性，

多有歧视少数民族，颠倒历史的词章，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记述尤

为单薄。为填补历史空白，反映黔东南百年来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并着重反映1956年建州以来取得的伟大成

就，反映中国共产党扶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功伟绩。1986年，中

共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决定组建黔东南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拟

定计划，设计篇目，动员州市县各部门各单位数千人参加编写．1990年起

州志各卷陆续定稿出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
全州历史与现状的巨著宏篇，必将在黔东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

要作用，同时也将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传之后代。

黔东南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是祖国西南的-

块宝地．长期生息在这里的苗，侗、汉等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相处，为开发

黔东南作出重要贡献．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族人民备受压迫和凌

辱，一直处于贫困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自治州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自治州的面貌发生了

深刻变化．州志各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将成为鼓励

全州各族人民继续努力拼搏'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文化的

最好教科书．

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和新的体例编写的自治州志，批判地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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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产．客观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自治州经

济的振兴，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开放10年以来，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不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强农田基本建

设，建立农、林、牧商品基地，发展多种经营，科学种田显著进步，百万

亩杂交水稻高产工程、温饱工程和老旱田改制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全州

粮食产量．黔东南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多年来坚持造、封、管、节一起

抓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将造林绿化，生态建设作为山区长期建设

大计取得重要成就．自治州立足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走发展轻工业为主

的民族工业之路。在加强国营工业建设的同时，鼓励举办集体、个体、联

合体以及乡镇工业，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民族工业有长足的发展．与此

同时，交通、邮电、广播、电视以及各种教育文化科技事业都出现生机勃

勃的发展新局面．全州文盲率已从1950年的97．3％下降到1988年的

22％。全州有专业技术干部35000多人．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全州已基本

消灭疟疾、丝虫病等长期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地方病，农村缺医少药的状

况得到很大改变．

黔东南是苗族侗族聚居地区，民族特点贯穿于州志各个篇章．千百年

来苗族、侗族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璀璨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

化宝库中的瑰宝．

解放以来，自治州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还有困难和问题。我们深

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就没有黔东南今天的繁荣昌盛。今后我们的路程还很长，任务更艰巨，必

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改革开放之路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努力实现
兴州富民的宏伟大业．

在州志编纂过程中，广大修志工作人员以爱国爱乡的奉献精神辛勤笔

耕，他们的劳动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崇敬．省和兄弟地、州，市的许多领

导、学者、专家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值此州志出版之际，谨致以衷心

的谢忧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

吴邦建

1990年10月

———————————————————————————．．。———．．．．——．．．．。——．．．．———．．．．．．．．．．．．——。．——————————．。．．．——．．．．．。．．．．．。——．．．．．—．．．．．——．．．．．——．．．．。—————。．。—．．．．．．．．．．．．．．．．．．——．．．．．——．．．．．．．．．．．．．．．．．．．．．．．．．．．．．．．．．．．．．．．．．．．．．．．．．．．．．．．．．．．．．．．．．．．．．．．．．．．．．．．．．一



序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土地肥沃，雨量充

沛，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各种林木的生长。在崇山峻岭中，生长着2000多

种植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黔东南境内植物繁茂，清水江和都柳江两岸

所产的杉木，树干通直，耐腐性强，在国内久负盛名，为国家林业部历届

领导和国内外专家所关注。境内人工培育的“十八年杉”和。八年杉”达到

或超过林木速生丰产的国际水平。人称黔东南为。杉木之乡”．这里的木

材，早在16世纪初就输入中原地区。明正德九年始，朝廷专派大臣到黔东

南征派。皇木”，运至北京修建宫殿和陵墓。到清代以后，南方各省及西北

陕西等省的木商也云集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采购木材销往全国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治州的林业生产取得了很

大成就。初步发展成为包括造林育林、采伐运输、加工利用、多种经营、

科技教育等功能基本齐全的能独立运转的林业产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进行改革开放，调整了林业政策，林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全

州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加强速生

丰产林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国营林场、集体林场、联户林场和个体林业专

业户，充分发挥林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国家社会主义

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作出了贡献。1951年到1989年，自治州向国家提供建

设用材148l万多立方米，销售收入16．93亿元，上交利税4．55亿元．但

是'过去由于过量采伐和不合理消耗，黔东南的森林蓄积量减少，森林质

量下降，尤其是用材林的成熟林和过熟林蓄积量大幅度减少，与国民经济

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不相适应。

自治州山多田少。林不兴则山无衣，水无源，粮不丰。林业的发展关

系到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兴州富民的潜力在山，希望在山．党和国家把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为林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自治州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继续稳定和完善林业政策，稳定山林权

属，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办好各级各类林场。并且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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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加强封护，强化管理，合理利用，节约代用等综合治理措施，

做到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薪炭林同步发展，真正做到全社会办林

业，全民搞绿化，自治州的林业一定大有希望。

《黔东南州志·林业志》的编纂出版，是自治州林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集中总结回顾了黔东南林业的发展过程，如实地记录了林业的重大成就

和经验教训，也讴歌了林业战线上象陆宗吉、王佑求等全国劳动模范那样

艰苦奋斗、献身林业的崇高精神。《黔东南州志·林业志》的出版面世，一

定会激励广大林业战线的干部职工和林区群众，满怀信心去夺取振兴林业

的更大胜利!

欣逢盛世，奉命修志。承得省、州、县各级领导的指导和林业部门人

员的共同努力，参加编写林业志的全体人员迎难而进、奋力笔耕，在省、

州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帮助下，编纂成书，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6——

· 申太和

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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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自治州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总述、大事记和地理、民族、党群、政权、政协、军事，

公安、司法、劳动人事、民政、计划经济、统计、物资、农牧、林业、水

电、农机，轻工业，重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城建环保，商业，

外贸、供销、烟草，粮食、财政、审计、税务、金融、工商、物价、计

量、教育、科技．科普、社会科学、档案、文化、体育、-卫生、文物、名

胜、人物等分志及附录组成。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划分门类，按

序排列。上限始于事类发端，下限基本止于1987年，部分分志有必要时，

适当下延。

三，黔东南系苗族侗族聚居地区。本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精神，

按照党的民族政策，记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进程。

四、本志采用章节排列，全志横排竖写，内容采取详今略古、详异略

同，运用述、记、志，传、图、表，照、录表逝对资料有存疑则加注按
语，分志与分志之间的交叉内容，采用此详彼略的写法。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历史问题的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五、本志称谓：时间称谓采用历史朝代纪年和公元纪年相结合。政权

和职官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地名称谓，古地名有变更的首次出现括注今

名。民族称谓，各民族族名以国家规定的为准。历史资料中有侮辱民族和

工农红军形象的贬词，一律纠正。

六、本志应立传的人物统编入《黔东南州志·人物志酰各分志对本州

有重要贡献的人物，采取以事叙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节。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使用国家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

汉字。

八、本志的统计资料，解放前的以文献档案记载；解放后的以州统计

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业务单位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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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

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国重点集体林区之一。州辖锦屏、天

柱、剑河、台江、黎平、榕江、从江、雷山、丹寨、凯里、麻江、黄平、

施秉、镇远、’三穗、岑巩16个县(市)，前8个县为贵州省林业重点县，

也是全国林业重点县。主产杉木，其次是马尾松，作为本志记述的重点。

茶叶、．果树因属农业部门管理，只作简要记述。

二、本志时限一般上至明代，下至1987年，少数地方为使资料完整，

下延至1988年。书中出现的“50”、“60”、。70”、。80”年代，均指20世纪。

三、本志中的集体林场称谓，1956年至1984年称社(公社)队(大

队、生产队)林场，1985年后称乡村林场。

四、本志数字经反复核实后使用，真实可靠。

五、本志计量单位以1984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为准。面积计量“公顷”和“亩”同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的旧制和习惯市制，在记述时，加注换算为法定计量单位。林木单

株材积取到小数点后面四位数。

六、本志所用林业科学技术术语、名词等，以国家林业部审定的为

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

七、为记述简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简称黔东南自治,k11或自治

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林业志》简称《黔东南州志·林业志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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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国28个重点林区之一。这里群峰叠嶂，林木葱

茏，被誉为。贵州高原上的翡翠”。自治州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区，山地占全州土

地总面积30302平方公里的87％，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高，土层深厚、疏松。

黔东南地处东经1070 17
7

26∥一109。35
7

24∥，北纬25。19
7

20∥一27。3l
7

40∥之间，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4—18．5℃，无霜期270—

330天，降雨量大于水分蒸发量。夏无酷暑，冬少严寒。雨热同季，适宜多种植物

的生长。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着世界同纬度地区罕见的常绿阔叶

林、常绿落叶混交林和针阔叶混交林。

黔东南境内的植物种类繁多，生长期长，成为多种植物区系成分交叉荟萃的场

所。自治州境内的森林植物，到1987年已鉴定出2009’种(包括引种栽培种)．分

属290科，696属。其中，种子植物有1444种19个变种，分属163科，492属。

在种子植物中．木本植物有1084种19个变种，分属108科，284属；草本植物有

360种，分属55科，208属。在木本植物中，列为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树种

有秃杉，银杏、鹅掌楸，蓖子三尖杉等37种；速生用材树种39种；油脂及芳香

油脂树种239种。秃杉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孑遗种、世界稀有珍贵树种，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内，尚保存完好的秃杉林35片．一些成

片秃杉林树高均在30米以上，胸径达250厘米。鹅掌楸和银杏被人们称为。活化

石”，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鹅掌楸分布在黎平、剑河、雷山，榕江和从江等县，

尤其是黎平县和剑河县的交界地带乌嘎冲，生长着一片面积为60公顷的鹅掌楸天

然林，有l万余侏，为国内少见．黎平县高屯乡有一株树龄在200年以上，高38

米，胸径194厘米的古银杏树。枝叶繁茂，蔚为壮观。自治州境内林相整齐的人

工林，经济林、果木林和莽莽苍苍的针阔混交原始林散布于境内各地，构成一幅幅

优美的森林景观。

黔东南是全国7个杉木中心产区之一．杉木林面积和蓄积分别占全州森林总面

积、蓄积的18．5％、29．3％．州境内清水江、都柳江两岸所产的。苗杉。尤为著名．

古志载：。苗杉”干端直，大者数围，高七八丈．纹理条直⋯⋯有赤白二种，赤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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