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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县林业局局长李文正

《临沧县林业志》详尽地记述了临沧县森林资源状况和林业生产建设的过程。为振兴林

业提供依据和借鉴，真正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功效。

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它对于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自然灾害，维护

生态平衡．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方面都有不可取替的重要作用。林业是农业的天然屏

障·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粮．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林业，建立和保持良好

的自然生态，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国家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百年大计。

建国初期，临沧县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在50％左右，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用材量逐年增加．森林资源的消耗随之加剧，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

及以后的小片开荒．自由种植，致使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乱砍滥

伐·森林资源再度严重受损．1973年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6％。造成水土流失，洪涝灾害不断

发生，成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1978年开始，全县各族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同时实行林

业生产责任制．加强林业队伍建设，稳定山林权属。建立和健全绿化护林组织。加强护林防

火，制止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林业工作逐步进入规范化轨道。1988年以后，营林绿化工作

进展加速。各类型植树造林92．17万亩．全县共有林业用地233．35万亩．森林覆盖率到1990

年已达31．9％。特别是1996年以后，林业各项工作跨入速度、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新格局。

营林绿化工作突破性进展，森林防火工作创历史最好水平．森林资源的管理，保护工作、林

场创建工作成效显著。全县森林覆盖率恢复到2000年底的44．6％。

《临沧县林业志》的编写过程中，得到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的热忱帮助，以及各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林业志成书的单位、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oo一年九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记述

临沧县林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按照志书的体例和要求，力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进行绾

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横分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以章、节、目分级排列。全志运用述、

记、志、图、表、录等体裁。

三、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溯到有文字资料所载的史实．下

限至2000年。

四、本志涉及不同时期地名和机构名称，按当时的名称记述。

五、对人物的记载均按当时的名称书写，不冠褒贬之词．直书姓名和职称。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临沧县林业局档案，部分来源于社会调查或有关业

务单位提供。

七、本志所用的度、量、衡单位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统一规定办。

八、本志所使用的文字、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为准。数据为国家统计部门统计数

据，部分为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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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县林业志>1989-'-,1992年编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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