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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 向世林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武陵山区，是云贵高

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交的第一道屏障，为辐射湘鄂川

黔边区的商贸中心。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山川I钟秀，人-

才辈出，神奇的民族文化财富丰厚多采。勤劳勇敢的土

家、苗、汉各族人民，无论在古代、近代，或现代、当代，

为维护祖国统一，创建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作出

．了重大贡献。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湘鄂川

黔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时期，无数先烈前仆后继，浴血奋

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至今仍碑于众口。这片

沸腾的沃土，深情地呼唤着客观反映她的新方志的面世。
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朴实、

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绵延两千年，方志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能发展至今，

其主要原因就是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在资治、存史、教

化诸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州境从明代至民国初

期，修纂了府志、．厅志，县志、卫志和风土志等数十部，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总 序

国者以志为鉴"。史论兴亡，志表兴衰，史志为镜，可以

明兴亡废替，晓盛衰得失。今天，我们纂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详今略古，贯通古今，尽可能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可读性的统一，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可为我们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可用以向

各族人民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

民族团结和革命传统教育，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可增

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湘西州的认识和了解。正因

为如此，我州近几届政府均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州

直各修志部门按照统一部署，抽调人员，组织班子，制订

篇目，收集资料，精心编纂，认真评审，并得到社会各界

和湖南地方志编委会的支持。广大修志工作者以马克思

主义观点为指导，宏观记述和微观记述相结合，共性资料

和个案资料相结合．’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深层次的资料挖

掘相结合，立足于州情的高度：总揽全局的广角，利用各

门现代学科基本原理来观照一切所需记述的事物，求真

存实，戮力同心，孜孜以求，不甘寂寞，耐得艰苦、辛苦、

清苦，历寒经暑，伏案劳作，经纬成章。欣值州志丛书杀

青付梓之际，谨让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志编委会对此

表示诚挚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并坚信州志丛书的出版

发行，不仅能服务当代，而且能惠及后世。

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做了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

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州志的编纂，就是在做调

查研究这篇文章，而这种调查研究是群众性的，历史性

的，自下而上的和多角度多层次的。洋洋千万言的州志丛

书，是亘古未有的调查研究的结晶。这有利于我们迸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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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州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更

有利于我们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推动改革

开放，加快民族经济建设的步伐，加速治穷脱贫的进程。

“鸿鹄高飞，4一举千里”。希望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和所有关

心湘西发展的各界同仁，认真地读一读州志，研究州情，

更好地服务湘西，建设湘西，同心同德地把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是为息每o

1993年11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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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局局长 向仕江

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志》，在州志办的指导下，经过

局编写组同志两年多辛勤工作，现已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

的大事。

州《林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史、客观、

全面地记述了我州林业发展状况，是一本很好的史料。鉴往知来，

它对振兴全州林业，定将起到资治的作用。

四十年来，全州林业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近十年来，’在党

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

们。林业的发展，除了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高度重视，人民群

众的支持，各部门的配合，全州林业工作者的努力外，重要的是

要根据中央正确的指导方针，结合自治州的特点走自己的路。这

就是必须坚持以营林为基础，实行造、封、管、节并重，有机结

合，互相促进；必须坚持科学规划，适地适树，积极引进名优特

树种，注意搞好多树种混交；必须坚持规模造林，适当集中连片，

建立各种形式的林场，逐步形成基地，形成批量，形成效益；必

须坚持发展林业商品生产，综合开发，用材林经济林结合，长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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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结合，三个效益结合；必须坚持边造边管，真正从思想上、组

织上、生产上把“一分造九分管”的要求落到实处，造一片，成

一片，受益一片；必须坚持计划采伐，合理、全面、充分利用森

林资源，搞好多层次、多产品的加工增值，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

优势。
‘

．，

林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伟大的公益事业，同时又是一项重要

产业。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不可取代的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山青水秀，林茂粮丰，是一个地方文明进步和富裕的

象征。大力发展林业，是振兴我州经济，实现稳定脱贫奔小康的

必然要求，更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千秋大业。办好这一绿色产业

必须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 ．

靠政策，就是要在《森林法》的规范下，稳定山林权属，深

化林业体制改革，总结“三定”，“三山并一山”的各项政策、法

规的实践经验，认真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理顺流通渠道，使林

业生产者多得实惠，从而调动广大干部群众造林、爱林、护林的

积极性。

靠科学，就是根据森林生态学和林业经济学的科学原理，搞

好科学营造，科学管护，科学利用。特别要从我州山多旧少、山

地面积大、气候适宜的特点出发，科学选育良种，科学勘测设计，

使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水源林、风景林、防护林合理布局，

有机结合，协凋发展。既要在防虫、防病、防火上卜功夫，义要

集约经营、综合利用、加工增值上做文章。逐步把林业的营造、

护：加工引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

靠投入，就是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根据财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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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不断发展状况，逐步增拨林业发展资金。除了国家投入外，集

体和林农、各行各业都要在资金、物资、劳力上给予投入，国家、

集体、个人一起上，不断增加林业发展资金，改善林业基础设施，

全面发展林业生产。

当前，全州各族人民在如期消灭宜林荒山的基础上，正朝着

实现全面绿化达标和建设高效林业的宏伟目标迈进。只要我们善

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艰苦努力，深化改革，

坚持林、工、商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不断实践，不断探

索，自治州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山定会更绿，水定会更青，各

族人民定会更加富裕康乐。



凡 例 7

凡 例

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林业志》记述全州林业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上断以搜集到的历史资料而定，一般上溯到

事物的开端；下限为1988年，个别事物记述(含照片)延续到1993

年。 ，

二、记述范围是自治州1988年前所辖的吉首、大庸、泸溪、

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桑植、龙山10县(市)。

三、除概述和附录外，共设9章。根据自治州经济林比重大

的特点，将经济林单独设章专门记述，为避免重复，其它各章对

经济林不作详细记述。

四、资料来源，主要是省、州、县档案馆和州、县林业部门

档案室资料，辅之以外调资料。各项统计数字采用统计局统计资

料和《湖南省林业厅统计资料汇编》、州林业局《林业历史资料统

计汇编》、历次森林调查资料以及历年年度统计报表等。

』五、志中所用的计量单位：引用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资料，一

般保持原资料上所用的计量单位，如担(50公斤)、石(125公

)、根等；新中国建立后，计量单位在面积上采用平方公里、市

，材积和蓄积采用立方米，产量采用吨、公斤或克，长度采用

里、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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