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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酃县林业志》今已问世．此志之成，当归功于上级的重视，各

方的支持，全体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纂成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林业志，我甚为欢欣!修志旨在。存史、资治、教化”。这部专业志地

方色彩浓郁，集中地记述了全县林业资源优势，林业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讴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业建设

的辉煌成就，读后令人折服，倍受鼓舞。
‘。，

4+一 ”，，

酃县既有横亘起伏的大山．，又有纵横交错的溪河，气候适宜，。

．雨量充沛，林木茂密，资源丰富，有利于林业的全方位开发。过去在

历史长河中曾受旧的制度、旧的观念的束缚，加上传统落后的林业

‘生产模式，致使林业生产水平低下，得天独厚的山林优势未能得到

充分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短短的四十多年来，在新的优越，

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全县人民的努力和广大林业工作者的奋

：斗，全县林业出现了飞跃发展的新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7 ， 。。“．。一。 ‘、。 ’'，’
，，

～ ÷ ri

。，+ 我们应该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但更应该为今后振兴林

。‘业而增强使命感和信心：要走好自己的路，达到兴县富民的目标，

大力发展林业是主要途径之一。县要强盛，民要富裕，优势在山，潜

力在山，希望在山。让我们在中共酃县县委统一领导下，齐心协力。

按照“兴林蓄水，以水发电，以电促工，以工补农J，协调发展”的兴县

思路，念好“山字经”，开发。万宝山”，建好优质高效的“绿色银行”。

⋯让我县的山林资源优势永远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子孙后代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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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 。。

(作者系酃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立新

’1992年8月



序”，’二，、 。 一

：我奉调林业局工作之时，又恰逢《酃县林业志》成稿付梓之际，

“使我们由衷高兴，甚感欣慰。。 一

。“ “一。、 一， ．“、”

。t。《酃县林业志》是由县林业局组织编修的．经修志人员三个春2

。秋的艰苦努力，终于出版问世，这是我们林业战线上的一件大喜

事，也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林业史册．它记叙

了全县林业从1840—1990年间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起伏，尤其较·

详尽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一产业的发展变化，再现

了它的历史面貌，为我们研究林业、发展林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

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j。。，4-。．，。、．： ：：’?，。

，人类是在生产斗争中，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林业是一个

露天工厂，靠我们代代人接力，去开发，利用、建设，由必然王国走

向自由王国，真正做到“永续利用，青山常在”。编纂酃县林业志就

是一件继往开来的工作．’为此，我代表林业战线衷心感谢《酃县林

。业志》的全体编写人员所作出的奉献，也衷心感谢为本志提供方

‘便，作过贡献的人们。让我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团

结奋进，努力调整林业结构，加快建设优质高效林业‘为我县脱贫

致富奔小康作出新贡献。

≮。：唐自生’。-

’1992年6其*j一
^ ’

， 、·
．

(／F者系1992年4月调入酃县林业局任党委书记兼局长)
j ’ ‘

一，7 f
^ ” ‰ ‘

≮ ，“



编辑说明

j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记述酃县林业的

发展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林业建设。～．

，’=、本志卷首设“概述”、。大事记。。专志共分1l章37节，以章。

统节，分节叙事。对内容较繁的，则在节以下分细目，并随文插列图

表。．书末有附录。’’ ’-一-7 ．

。

一，‘√

-：三，本志记述年代，上溯事物的发端，下迄公元1990年末，个

别记事，延伸到1992年，如完善林业双层经营责任制，“八五”森林

r资源清查，引进世界银行贷款造林，消灭宜林荒山等。，。+．一，。

．*四、本志涉及的地名和机构名称，采用当时的通用名称，加注

现今名称：，t。，1，。 _ 净。’，、；。9 ．．、 乙一

：五、各种图表数据，按编志需要，从历史档案搜集部分或按县

统计局的数据辑录，有的则是有关单位提供核实的数据。。乙：
。

。’

六、本志所采用的度量衡单位均按原始资料照录，即：，．r

．’1．长度采用公里、里、厘米、毫米、尺、寸。 _‘ 。 ．‘

：： 2．重量用克、公斤、吨、斤、担(每100斤折1担)。’4⋯
t

j

3．面积以亩为主，也用公顷、平方米，平方丈， ’z。’

．

“4．体积、容积采用立方米。。 ‘。一
“ 1+‘

一：
’

?、 七、数字书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包括百分比)。习惯用语、词-

汇、成语、专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数字(包括几分之几)，则用汉字。．

．·c八、摘录历史原文均用引号，并以注释注明出处，凡用现代资。

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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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t， j、一‘*

：——■■■——■——■■———■■—_—=—————∥： 自 ’一 } 、·4 f
“

．
一 忡

‘。一。 九、本志收集整理已故特等造林模范谭世友的事迹，地(市)，

；省以上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J作者)列表载人；凡以事系人所涉7
。。及的人员7，都直书其名，不加称呼，不冠褒贬之词。一，’、 ”“：，．

’、‘十、本志是在县志办、县林业局具体领导下进行编纂的j得到

档案局和农业，水电、交通、商业、供销、外贸，统计以及县科委、县

t，经委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谨致谢意。、 一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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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I二速：

。一。酃县于宋嘉定四年．(1211)置县，’距今近800年，。其地理位，

置居湘东南边陲，i万洋山西侧，罗霄山脉中段，位于东经

113。34745k114。97'15”，，北纬26603705～26。39’3 0，’之间。．县境四

面环山，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全县总面积394．53万亩，其中

1山地261．』89万亩。在山地中，林业用地251．98万商，，其中有林．

地188．65万亩。按1990年农业入口15．65万人计算。人均山坶

面积16．II亩，是个，“／＼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域和庄园，；的山

区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7．3。C户降雨量。

1497S-2202毫米。。山地土壤以红、黄壤与黄棕壤为主，土层深厚、

‘肥沃，普遍呈酸性或微酸性反映。’境内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多种

植物动物赖以生存、，繁衍的地方．。桃源洞自然保护区(省级)‘是

全县森林物种资源的缩影，总面积7．59万亩。有大面积原始次生

林，森林覆盖率达90％。据实地考察，区内有乔灌木树种740余

。种，中草药资源903种，还有云豹i红面短尾猴、环颈雉等野生。

动物200余种r被誉为湘东大地的一颗，绿色明珠”和。天然的’

植物园?及生物物种基因库。1981年林业科技人员在桃源洞综合

考察时，第·次在大院发现冷杉群落，经省林科所刘起衔副研究

员7年的观察研究，按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命名为“大院冷杉”，

它是酃县特有的高山造林珍稀树种。对研究古地理、，古气候、古

植物区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编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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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红焘书，i已列岛自家反釜羔傈护植荔。t 1986；3月，枉1
龙渣乡龙凤村毛鸡仙林区发现国宝每银杉群落173株L其中有．
3株根部相连t结成一个整体，银杉基部根连根的现象在国内也属
罕见。据查明，全县有主要乔灌木树种984种，野生中草药1199

种，野生动物244种。“，，‘o，。‘j。． ．‘≯；：。‘·．

。～ -·’
j’

o
l ，?

4 。

p
’

。 ’’ 。

”÷ 。。：。≯。。：『。：!一，■。?‘：，7．≥4，一。：。，：’。： n
4

“；。’。’
’ 4

+，一’ ．。?“一
。：-宋乾德五年(967)在鹿原陂(今酃县塘田乡炎陵村j‘建立神t

农炎帝庙奉祀以来，唾jI建王朝诏谕陵区禁樵牧，设守陵户，至南

宋淳熙年间，陵区已是。古木千本，?数里不可入¨了。酃县置县

后，就有。栽桑养蚕，年纳丝税92斤亨的记载(‘《湖南通志》)。

清康熙四十年(1701)，“时民树艺乏种，知县王元臣捐俸购茶、桐、·

柏、‘竹、榛、4栗、’’桑、麻之属”，“，。教民栽植”。1乾隆三十年

(1765)j《酃县志》有缸锄石罅而植茶桐"的记载，并记载有林木

+树种松：柏、‘杉i檫、”柞、’梧橱．茶：檀等22种。同治十三年

(1873)，《酃县志》记载木之属新增楠÷梓、?漆3种，还有竹之属

1f种，果之属20余种。原始次生林到处可见。一名一”’≯。-+一．

”民国时期，’酃县无林业管理机构。林农自发性的林事活动多

系采伐，、人工造林仅限植树节。民国22年(1933)箩月。中共酃

县县委转发湘赣省委指示，发动苏区群众植树造林，要求。高山

远山栽松、竹，阴山矮山栽茶j杉；路旁河边栽柳树，黄土荒山

都绿化”，卑培育成林，不准砍伐”．民国23年(1934)10月，’国

民党军队。进剿”酃县苏区，实行．“三光”(杀光f抢光?娆光)‘

政策，’在十都，石洲、-‘。策源、‘大院等地烧毁森林面积4．56万亩≯

民国24年(1935)后，省政府出于组织桐油出口的需要。指示全

省各地发展油橱、油茶经济林。境内建有县、区苗圃和乡√保林

场，县政府还采用征工服役形式，着力营造油桐：油茶经济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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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31年(1942)．船形、沿潭等少数地方林农自发引进插杉造林

技术，而大多数地方仍然是。杉树靠蔸子(回蔸杉)，松树靠飞子，

楠竹靠笋子，油茶靠落子”的自生自长自灭的原始营林状态．．4由

于封建剥削制度和生产力落后的根本原因；全县虽有得天独厚的

山林优势和良好的宜林生态环境，但未能得到有计划地开发利用i

加上交通闭塞；林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除沿河两岸每年水运木

材出口约两万立方米外，而广大林农长期处于。捧着金饭碗，}过

着穷日子一的困境≥i‘。 ‘，， ：吨。?’·’，。：t‘：tj冀：：，。

，一矿-≠一。‰勺孓。：．：一-’#，．：”。：“．t^，己7一、·昔H 一 ‘ r ； ’ ’

。：o，：8，．’7．，o一’。￥= t，0；“，。。。’：“4月?一
～ k·-I一

’

警t；奢。、·41≮。’+：，¨。：；。：。。。夕：麓．。+了 ：．。，#，’?

。o 1949年’10月27日，酃县获得解放：56年代初，酃县列为全

省8大重点林区县之一。60年代中期；经国家计委、林业部批准f

酃县又列为南方开发建设重点林区县：建国以来，全县林业获得

空前发展，。但也经历了这样几个主要阶段t⋯，．j一．r Vj。

。，。’(气)1950--1957年，是林业初刨时期。50年代初，竹木以

私商经营为主。市场比较混乱，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木材的

需要，省林业部门直接在酃县设立木材采购机构：设点挂牌收购，

整顿木材市场，逐步引导木材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3年11

月，竹木归口林业一家经营，i954年，县人民政府颁布《杉木市

场管理的几项规定》，加强竹木市场统_二管理。1955年：执行合理

的收购价格，当年生产木材5．1万立方米，采伐量低于生长量，，是

全县林业生产秩序处于最好的时期。：‘．_．-～ 一。一，

。与此同时，人工造林开始引起重视。i955年农业合作化前后，

全县出现过两次群众性造林高潮，共造林4．17方亩．涌现船形，。’

沿潭、长旺，木湾、水口等以插杉为主的人工造林先进典型：1956

年建立水口山森林经营所(后易名为林场)，1957年4—12月，该

所雇请劳力在黄茅墩高山连片营造杉木林500亩，成活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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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罨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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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0％，；开创了全县消灭宜林荒山、5高标准造林之先例。；‘，+。二‘。
7’：。(：》1958—1965年，是林业调整、·发展的时期。在“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1958年，全县集中1．与万多劳力上山，。

砍杉木发，“卫星”，烧木炭炼钢铁，加上公共食堂烧柴，破坏大量

森林资源l活立木蓄积量急剧下降，据1960年森林资源调查，全

‘·县活立木蓄积量由1951年955．8万立方米下降到848万立方米：‘，

一由于森林资源锐减，j破坏了生态平衡l自然灾害频繁出现，j导致一

农业连年减产。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一的八字方针，调整林业结构。1963年，全县开展清山划界，落，

，实林权，1控制竹?木采伐量。1964年，‘青石、水口山、五里牌3

个国营林场在将军山、铁瓦仙、水龙沟、炎陵山等国有山场营造

?万亩杉木榷，，并创造总结出_整套造林育林经验。-在全县推广。，
1965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到江口采伐场视察工作r

明确指示县委要‘‘唱好林业这台戏”f强调采伐场要改名。认真抓

好造林育林?从此以后，．全县4令采伐场均更名为采育场，推行：
小块皆伐，、砍一块造一块，采育结合，纠正重砍轻造的倾向，’并

4经省林业厅批准，建立三河、河西、塘田3个杉木林基地，加上

。县自办杉木、楠竹基地，‘总面积达21万亩。s全县林业工作，转轨

定向，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推行基地造林。林业发展走出了低谷。．

{1．(三)1966--1978年i是林业从挫折中奋进的时期。擘文化大

，革命”韧期r林业行政机构瘫痪，二各种规章制度斥之为“资产阶

一级的管，卡弛压”，不宣而废。造林几乎停顿，竹木生产也不正常0
。1959年以后，恢复林业管理机构∥逐步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

，1971--2-'1972年。北起八面山，南至鹫峰山，沿着湘赣与酃桂、酃

资边境线，．飞机播种马尾松?黄山松，，造林23．59万育(保存18

万亩)i是酃县有史以来；第一次消豕边境大片荒山荒地的成功之

+举。j≮、，，，§o。，一。精，。≈∥～、_蠢二：．：：≯-’’
； 为开发林业，国家计委于1975年4月批准建立国营酃县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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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冈林场i‘列为全国9个主伐试点林场之一；下设水口、青石■五

里牌3个分场，1985年9月县人民政府将江口、木湾、．皮坑3个4

采育场改为林场，划归青石冈林场，经营国有林总面积40多万亩。。

。建场以来，认真坚持科学造林，。采育结合，集约经营，，使全场活

立木蓄积量稳步增长，每年除向国家提供1-'I万立方米木材外t至

1988年有活立木蓄积、103；51万立方米，比『．1963年全县国有林的

蓄积量§4．65万立方米增长9．4％f‘，t，-i一!．： 。_：1
‘

·～《1975年：中共酃县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总结国营青石冈林场。

造林经验，：向全县发出。造社会主义大林一的号召，采取大会战

的形式，。调集1．考万民兵；分东：南、西3片沿着公路线两侧连

片营造速生丰产林3．15万亩。1977年，’全县第二次调集3000名1

宅基干民兵，在县城南郊第一次撩壕整地8000亩，，专业队造林，‘建

立县j社联营林场(后更名为湘山林场)。在造林会战中，，县乡两

，级领导干部亲自办样板山或试验山，带动了全县造林向高标准高

质量方向发展，改变了过去年年造林不见林的状况。13年共造林

46．86万亩(含飞播)，年均3．6万亩，比前8年平均增长2．1倍，

．‘(四)i979--1991年，是林业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认真贯彻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林业改革。1981

年．5月开展林业t三定K(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t确定林业
生产责任制》；’至12．月底，全县16个公社(乡)，203个大队

：，(村)‘f 1442个生产队(组)的集体山林和国有山林。落实了山林

权属；曲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山权：林权证书》，，发证面积250．45

万亩·其中集体山林面积196．61河亩。同时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

营为主的双层经营责任制。”从此?包”字上山厂鼓励专业户、·重

点户：联合体(简称两户一体)’承包造林，”并先后组建合作林场

、f2i个，形成国家，集体，’一个人L齐造林的新格局。’，’ t“．。

：‘‘，从1984年冬超：．对全县42万亩疏残林实行工程造林改造o

1985年春先后在垅溪：水口、城东等16个乡镇和国营林场开展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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