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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

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邵武市林委烛见修志

工作的重要意义，毅然决策，汇聚才俊，拨出专款，广征博采，’

五载耕耘，子1990年5月编纂完成《邵武市林业志》。这是福建

省有史以来首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林业特点的林业志，是邵

武人民和全省林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值得庆贺的大喜事l藉此

机会，我谨向邵武市林委和全省从事于辛勤笔耕的林业修志编史

工作者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寄予殷切的期望。继《邵武市林业

志》的出版，必将有更多的林业志和林业系统的厂、场史相继问

世，为福建林业地方志史文库增添新的瑰宝。 ，

。 邵武市位于福建省北部偏西，武夷山东南麓。境内山峦起

伏，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鹰厦铁路与闽江主要支流一富屯

溪自西向东平行横贯全境，是闽西北交通重要枢纽和物资集散

地。全市林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80．8％，森林覆盖率61．3％，

绿化程度75．8％。是我国南方集体林区重点林业县(市)之一，

又是福建省四大林产工业中心之一。邵武人民从事造林、育林、

护林历史悠久，历近千年。明代以来，开发利用森林和山区林副

产品，成为地方经济主要收入和人民维系生计的重要来源。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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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产，把林业作为邵武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邵武人民把开

发山区，发展林业作为维生，致富和对国家作贡献的根本途径之

7一。40年来，邵武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艰苦奋斗，辛勤

劳动，抵制干扰，纠正失误，使邵武林业事业经历困难，克服挫

折，得到恢复发展。进入80年代，深化营林体制改革，大力培育

森林资源，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全社会多层次、多种

形式办林业的新局面，建立超各类林业生产基地，实行科学营林

措施，促进林木速生丰产，坚持实行木材生产“一本帐"管理，

加强森林保护，开展森林防火保险，使资源生长大于消耗，林业生

产出现新的转折j木材产、运、贮、销一条龙，林、工、贸融为一

体，林产工业从几个手工作坊，发展到拥有木材加工、各类人造

板、松香、造纸等机械化，自动化现代企业，森林资源的综合利

用，加速了山区经济的发展。总之，4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

年来，邵武不断在探索兴林的新经验、新途径。《邵武市林业

志》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详近略远，纵述千年，横陈

百里，实事求是，突出重点，展现特色，以尽可能准确的史实资

料，如实反映邵武市林业历史的兴衰起伏，全书寓思想性、科学

性、时代性、资料性于一体，汇资源、营林、森工与科教、人事

劳动于一书，是一部较全面、翔实的资料汇萃。它的出版对于研

究历史，了解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促进当代邵武市林业建设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绿化祖国，振兴林业将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赖纪锐：

一九九O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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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邵武市林业志》正式出版问世了。这是一部社会主义林业

新方志。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详今

略古”和“存真求实抄的原则，比较全面、科学，系统地记述了

邵武林业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教

材"。这部志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市情和提供社会多层次的需

要，对于促进我市林业建设的发展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邵武市林业志》，从调查收集资料到编辑出版，其间历时

五个寒暑，七易其稿，在省、地区上级主管部门指导下，邵武市

林委和修志办的同志们作了大量工作，使得志书适时付印出版。

对此，我谨以中共邵武市委、邵武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向精心编写

这部志书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致谢并表示深深的敬意。

i．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

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邵武地处闽北山区，与名

闻遐迩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毗连，境内山丘起伏，峰峦叠翠，土

地肥沃，气候温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给林业发展提供有利的

条件。建国以来，邵武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

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植树造林，绿化群山，取

得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十年改

革、开放，林业更上一层楼，造林绿化更进一步，森林覆盖率高

于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森工企业已由单一的原木生产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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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森工机械、林产化工、综合利用等配套的生

武已成为福建省的重点林区和全省四大林产工业

委关子大力发展林业的战略部署，南平地委、行

雄风，作出“三年消灭荒山，五年绿化闽北"的

势是山，鼻千山表里重围过，一水中间自在流斗，

式之对邵武山河形象的描绘，发挥邵武优势，要

文章。
“

展望未来，．发展邵武林业，任重而道远。全市各

导和广大干部、职工要认真阅读这本志书，借鉴

有益的经验教训，深化改革，开拓进取，为振兴

的贡献。 ．

邵武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加珍
、 一九九O年五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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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越族故地、文明新城一邵武市，林业生产历史悠久。森林
是邵武人祖祖辈辈衣食之源，安家立业之本。．。．早在唐、宋就有

“先制楮衾，后造竹纸，，的造纸业；元代已有“夹道植松千株” ．

的人工造林l明代已有生产杉木，向外发卖的森工生产、经营。

林业之舟，时曲时直，时缓时快，在悠长的岁月中航行。直至新

i中国成立后，林业才有了大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一

后，林业乘改革之长风，扶摇直上，展翅高翔。+据1985年调查，

邵武拥有林业用地345．01万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426．78万亩的+
‘

80．8％。现有森林面积253．97万亩，森林蓄积量1381．5万立方．

米，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森林面积12．72亩，活立木蓄积量70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61．3％，绿化程度75．8％，已基本形成从营林，

木材采运到林产工业、林机修造等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

的经营管理体系，展现了邵武市南方重点林业(县)市和福建四

、大林产工业中心之一的风貌。 ，

“闽西北山《山海经》著之，东西沆泽《鸿烈解》纪之，邵 ’

武山水见于载籍者斯为最古妒。然而，自乌坂有城，邵武有镇以

来，尚未有一部专门的林业志书，可以说，《邵武市林业志》填 ，

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它是一都简明的林业史，反映了林业生产的

历史和现状，有助于今人了解过去，也有益于后人，是很有意义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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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诚如斯言。这部《邵武市林业志》，时逢政

通人和，林业兴旺之盛世，在中共邵武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直接

领导下，在市方志委、南平地区林委修志办、福建师范大学、福

建林学院、省林业厅林业志编纂委员会和各方人士的关心、支持、

帮助下，得以完成。自1986年6月至1990年5月，编写人员历尽

艰难，辛苦劳作，拜师友询耆旧，采摭资料，缀缉遗闻，篇目设

置，详今略古，精心编纂，四易篇目，四延下限，七易其稿，为
。

时五载而就。没有良好的机遇，没有各方的鼎力相助和编写人员

的辛勤劳动，《邵武市林业志》的编纂出版是难以实现的。值

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邵武，山孕瑰秀，水抱中和。邵武人民肩负着历史赋予的

“三年消灭荒山，五年绿化大地”的重任，已迈上了建设现代化

林业建设的新里程l。． ，
。

， !

值此《邵武市林业志》出版之际，让我们同心同德，共同奋

斗，为振兴林业做出新贡献，一起谱写邵武市林业的新篇章。 ．

中共邵武市林委委员会书记李垂斧

～． 邵武市林业委员会主任，曾继明

。
i

一九九O年五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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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邵武林业的历史和现状。

，：_本志记述年代，上溯所记载事物的发端，下限1989年，

个别事物延伸至成稿之时。根据横排竖写和“详今略古黟的原

则，存真求实，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市林业建设和

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概貌，特别是十年改革、开放的史实。努力

做到政治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力求体现地方特色和专业

特点。
。 ‘

．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环境与资源、森林培育，森林保

护、森林利用，经营管理、科教宣传、机构、杂录等8篇，末缀

附录，篇中的层次一般设章、节、目。
’

二

。 四、志书资料来源于省、市，局档案馆(室)．’图书馆的档

案文献，邵武府(县)志、家氏族谱、报刊杂志、专著和访问当

事人、实物现场，所得材料经考证鉴别后予以载入。“ ．

五、志书中使用的林业科学术语、名词，名称，按林业部门
、

通用的规范作为统一标准。” ．

。

六、志书中使用的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均用阿

拉伯数字。． 。 ．

七、志书中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依各时期原样，计算单

|『’? 。。 。l。I卜



以市统计局和市林委统计资料为

以1949年5月19日本县解放之日为

，以1949年lo月1日为界。中华人民

公元纪年，但省略“公元”“年黟

整，分章叙事中，保留一些互见的

侧重面各不相同。

1989年市林委分管的工作范围为

果树、茶叶等，本志虽也有述及，

县自1983年10月25日起撤县设市。

后按现行政设置，均按各期变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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