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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理市l木业志’，在市林业局和党支部的领导下，由r全

钵职工的织极支持，经主编杨柳青同志的辛勤耕l云，历时五个

寒．薯‘。终于问世了’这一成绩令人欣慰，可喜可贸!

编修地方志，是继承先辈事业，服务·于当代，造谣．了-后代

的一件大事。1987年儿月，市林业局遵照市委和市政府的部

屠，‘袅定了编纂人员．蔷手开展林业志的编纂工作．在五年当

中，．挖们广征博采，搜集了大理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林业调圭

jIf，f{，共60余万字。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蕾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的原则，分类

兰噬了资料，然后逐章试写，数易其稿，撰写了13万多字的志

稿。1992年6月，聘请了州、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学者、科技人

员，蕾l初缡进行评审．评审会议结束后，我们对初缡认真f}了

谚改"补充，最终总纂为这本<大理市毒奉业志'。全志内容丰

富，资j『}翔实，客观地、历史地记述了本市林业生产的兴裹起

伏、资源现状和建国以后的经验教训，熔资料性、地方性、科学

性于一炉，是林业战线难能可贵的一部资料性著述。

透过林业志，人们可以审视列森林与自然环境，与社套发

展．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大理古代，山区“森林茂密，

长松肢天”，坝区“水竹区列，行人往来，渡竹穿花”，与自然环

境构成了馋定的生态来统。各族先民就浓馈于这块宝地，垦殖

农料、放养牲畜、采伐林木、采集野果．进行休养生息、繁衍后

代，为人类创造了宏富的物质财富和惦神财富．然而。在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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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弘垒和牛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人们依{j盔森林，而又不

大￡惜淼林，为了l艮前利苴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往往盲目毁

辨开荒、刀耕火竹、滥伐林木，加之钵火、战乱的破坏，森钵长

期处于过量采伐状忐。资源锐减．民国后期，天然林近乎砍伐

殆尽，大面似近山面J·演替为残休迹地，呈现出一派童秃之

相，晕致水土流夫、本{{专扶、燃串{恐慌，气绞恶化，生态失调。

进而诱发出淇涝、干旱、风沙、冻害的频频发生，民生凋姜，历

史的教训发人深省．

透过钵业志，人们又可以审i是到建国后林业发展的可喜

变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大理人民从历史付出的高

昂代价中，经过长期痛苦的思索，终于实现了伟大的觉醒．认

识到自然Jl奉业已经不适应社备发展需要，森钵过伐、生志恶

化，是困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最大危机，人类不能没有森林．

于是把植纠适辟，保护A林，作为治理山河，改善生广系件，发

晨现代大农业的重大措施束抓。在建国后四十年间，持续开展

1群众性造林护林运动，开创了自然辟业向人工林业发展的

历史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钵业发展虽．拣走过一些弯路，宵

过一些失误，但都依靠党和人民群众的努力，认真得jq了解

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指导下。诈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理市委和市

政府从本市胙+^实际出发。政策上．认真落实了山毒奉权属，划

分了自留山和青任山．实行国家、集雉、个人一齐上的政策，调

动了各方面的彳’，掘性，推进植树适林的发展i生产措施上，绒

靠科技进步，增加投入。实行多毒‘}种、多林种、多层次的工程适

钵，林业的经济效苴、生态效苴、社金效苴明显提高l森林缳护

7



上，克支完善．了护防机构，坚H绒法治钵，强l匕管理，毁．彳A球

“三防”工作，减缓了森林消耗；组织领导上，实行领导任期目

标厅任事4，真抓实干，大办示范林，带头植树，促进义务l直杠}运

动的深入发展。林业建设从整沐上，展现出持续、绝’定、协调发

展的大好局面。

大理是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扣四十四个风景名胜

区之一。又是我省对外开放城市，林业占有生重地位。但A休

覆盖率还低，资源贫乏。林业商品经济不发达。当前正处盘大

力发展阶段，历史告诫我们：森林作为一种再生jif源，它可以

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或者在人为合理的经营下，足新、繁衍、

永续制用l又可以在人为的不合理干亍甄下．退f匕、桔竭、消失．

政策您定则兴，政策多变则衷l社会安定则兴，社套混乱冀II衰。

在这方面志书提供了丰富的支实和依据，经验f，扳训，I丘悍所

有热爱扣关心诛业的人们，射别从事林业的同志记取。地肓助

于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豢。发扬成绩．减少失误，振奋情砷．

．玎拓前进，为绿化大理山河作出新的贡献。

值此诛业志出版之际，我们对志书编纂过伍中．所有给予

嶷们关心、支持、帮助和提供资料的单位fu个人，氛示衷心的

态潮!

鉴于我们首次修志，仓促上阵，缺乏经验，水-乎也低，纠j昊

之处岔所I蕾免。恳i1I广大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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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例

一、唪忠全称《人理市林业志》，是林业战线第一部社会主

义新JJ．志，山市林业局生持纂修。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

十一届三；}t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邓小1-建

设-f『巾国特包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客观地、实事

求市地i己述人理市林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三、水志断限：上限一般始于J912年，下限断至1989年，

部分内容记述副1990年．鉴于首次修志．古f℃的酝实追溯，民

国确i!F．重点记述新巾国迎立后的发展变化。

四、木：＆采用章、节、日体。横I{f纵写，月jif{体文记述。全志

分慨述、人事记、专章、附录四火部分，专章共7章23节75

目，共13万多字．附图¨张．表格61张，力水图文并茂．

五、本志的纪年．朝代年号沿用通称。加括号注明公元纪

五f‘I一九四九年新‘lI国建立后的年份．一律月J公元纪年。

六、令卷行文巾的称i胃．第一次出现时JfI全际．次后|}I：现

_耵筒际．行文q一“党的”、“党委”系指t}-国共产党、党的各级组

够{萼；“缱国”系措||I华人I己共和国成立I。××年代”系指二十

世纪××年代．引文用引号的，一般不注明fl：处．

七、奉志资源主要来源予大理、下关档案馆fu林业局挡案

箩f纠，同nlf搜j15整理了部分调矗访问资料。凡入志资料，均经

过冬+证鉴别．

． 八、木志的各类数I居．以大理市统计局和市林业局档案数

懈为准，原火理县、下关市的各种林业数据统一整理入志，不

再分列．

9



概 述

概 述

——发展中的大理林业

火理1lf地处云南省西部，火理白族自治州州府所化地，为

全国第一批公布的2t个历史文化名城御11个重点风景名胜

区之一。地理，生际为为：径99。58’——lOO。27’，：ll：纬25。25’——

25。58’之问。东与宾川、祥云，南与弥渡、巍IlJ，西与漾濞，：Il：与

洱源等县按’鬟．总面积213．75万亩，其中：Llj地117．15万亩．

占69％；盆地3 1．05万亩，占15．9％；水域32．25万亩．占15．

1％。地鞔结构为七分山，一分j弘甲坝，一分小水域。山水fIi迁，

人文荟萃，风光壮丽．

火理历殳悠久，素育。文献名邦”之称。迎困以后行政理捌

设火理县、风仪县、下关市。随后f奉剐曾多次怍过凋整，1983

年经国务院肚溜：，撤销火理县、下关市建制，组建为人理m。箔

区内没‘f『8个乡、2个镇、2个乡级办事处、8 1个¨公所、5个

村级办‘妊处、95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J990年，全Tl，总人U

435，559人．其lp：农丰t人口299，005人，占68．65，石I城镇人

口136，55 1人．占31．35％．在总人口‘l。，I：j较285，205人．占

65．18％I汉欣J21。939人．占27．99％I回较¨，292人。占3．

28％，彝族¨，168人．占2．56％；其他民族2，995人，占0．

69％。这里地处低纬高原，海拔高眠差别人，具-fr北亚热带、暖

温带、温带气候炎碰．光热充足，雨量允沛、土l襄升I类多，通生

林术附件：#富．发展林业的自然和让会条件十分f虻越。



2 概 述

纵观人理森林发展史，在人类犬规幞干预之前，山区“森

林繁茂，K睑蔽天”，坝区。广甸之中，水竹区列，行人往来，渡

竹穿陀”，资源十分丰富．居住在这里的各族先民，在历史发展

的K河中。就袄赖于1：富的林产品fIl自身的努力，休养生息，

繁衍后代，创造了：I：寓的物质煲于寓翔精冲财富。然而，在漫长

的j．寸建}上会里．山于交通闭塞。科学落后，生产力低下，在森林

l七较j㈠茸的时候，人们不懂得爱惜它。除了合理利用部分外，

森林一直承受酋刀拼火神，乱垦滥伐．掠夺武的采伐刊J『J，加

之林火、战乱的巨大破坏。火面移{的天然林几乎绝迹。辛亥革

命以后．随管国外科学技术的f々入，．林业引起民国政府的关

注，称“活富之道，莫如树术，防灾之法，尤重造林，发展林业足

建没地方实业之捷径，复兴巾华之率”，倡导民众广而绅之。民

国18岛：．人理县政府颁发山地造林实施办法．责令乡、保、甲

长强制实施壮丁造林，并i殳置山场管理员加强你护。但在当时

历史条一．下，田生产关系的求缚，民生凋萎。水早灾害撷壤．林

业发展l’分缓慢。据-f『16年山地造林fu 7年坝区随杠{资1f4的

记载，共升l fA牛山睑、云南淞27，一101商，年均1723亩．fl!【斟

75．I万椿，年均敞树1．08万侏．特刖足抗兀战争期问．驻扎

在人理的某集团军，以供养发生困难为借口，火肆砍伐森林．

虽然地方官绅一再劝阻。但无济于事．森林资源遭受重大破

坏．火面积近山低山演替为残林迹地．童山flil．

新‘II国成立以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林业建没

进入了人JJ保护森林．并育计划地发展人工造林的历史新阶

段．堀1951年至1989年森林资源统计．累汁造椿121．2J万

亩(其‘}I；人工造林95．15万亩，飞机播钟造林Z5．7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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