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稚安育梓业志



树龄逾千年的合江乡张山古桢楠树，现被列为雅安市

保护树木。

该树根部分岔处寄生之棕榈树树龄已逾百年。



下里后盐的红豆木，树龄已届千年，经四JII省林科所

鉴定；确认系一新种，命名为雅安红豆。

图为张山古桢楠树下石包上嵌置之石碑。





西康森林工业局在水冲坝之冷杉元木扎筏待运。 (一

九五五年) ‘

西康森林工业局在水冲坝工程栏贮待运之冷杉元木。

(～九五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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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县林业局一九六O年在下里骞家山组织木材生产，

图为参加生产之职工合影。

图为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v建立之雅伽联一：}苗圃遗

址。现为苍坪山解放军营地一隅。



‘1978年-，雅安县参加水杉培训班全体人员在埠石坝苗

圃合影。

1978年，雅安专区林业局和各县林业局代表参加水杉
1

培训班时与省林科所彭金贵(前排右二)同志在坪石坝苗

圃合影。



左图为一九八O年七月雅安地区行署和中共雅安县委

领导人在晏场采育队视察幼苗培育情况。

右图为晏场采育队一九七五年夏季用小苗代土移栽的方法在陈大坪种植的杉木林。．一九八。年七月拍照时，树

高已达五米，胸胫八厘米以上。



图为晏场采育队1976年在荒山上营造的针、阔叶混交

林。1980年拍照时，平均树高二米。





凡 例

一、本书记述以雅安县(市)林业之发展变化为主，对其他各级机构和部门涉及雅安林

业之事物亦有记述，但有详略之分。所记事物以行政辖区为限，但因事所系亦有超越县境之

记述。
。

二，本书断限，上自1911年末期，下迄1983年末。因完稿予1985年11月，乃将1984年至

1985年间之主要资料另列《补记》简述，以利续修。

三、《建置》一章需说明两点；一、解放后雅安木材经营机构几经变革，在记述木材经

营情况时必然涉及机构之变化，为避免重复，《建置》中不列；二、对事业机构之记述详略

不一，这是因为有些机构可以单独记述完结，而另一些机构因其业务活动即是雅安林业工作

之内容，故仅记其机构之设置。

四、因雅安市林业局子1984年进行了全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并予1985年提出了报告资

料，这是反映1983年末期之森林资源资料，故列入《森林资源》一章。在其他章节中虽亦偶

有提及“1984年⋯⋯”者，皆系对某一事物作出交待，而不单独叙事。

五，由于未设科技专章，有关科技内容多附于有关章节。

六，本书所列机关单位名称和地名，皆以当时之称谓记述。

七，录用资料之名词、计量单位皆按原文照录，因此，不尽统一，请读者注意。

八、本书所列数据，皆系档案资料或现管业务部门掌握之资料。为使数据简明清楚，对

多数数据进行过整理，但整理中仅有取舍，而无修改杜撰。
‘

九、雅安于1959年2月1日解放，以这个日期为界限，划分“解放前"和“解放后”，

这已成为本地之特定时间概念，故在记述中采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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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吉j

周设虞衡之官以司树瓠林政，掌管山泽、草木、：鸟兽。可知^-我们舶祖先很早就懂得

林业工作的意义b+．：∥～-：二j．_．1， ，{‘“’ ·℃：1．u：‘y ?、．．，二‘i·．t，j：。

维系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离不开森林亨而且人们在生产，生活的活动咿，还必须向森林不

断地索取，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森林、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古今中外，因毁林而酿成恶果

者比比皆是。惟有见地者，在向森林索取时，是以爱护’l培育森林为前提，希冀做到“青山

常在，永续利用。，，、1979年。2月22日，林业部在《关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草案)．

的说明》中说。国家“在林业建设上实行‘以营林为基础，造管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

合，综合利用，的方针，这是在多年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帮实际就是说，这个方

针的提出，经历了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凡欲对今日和明日之林业有所建树，应对昨日之林业有所了解。当前，举国上下，各行

各业热心修志。乘此“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对七十二年来雅安之林业进行一次回顾，竭

尽所能，征集资料，编纂成册，希冀起到一点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是为本书编纂之目的。

解放前，西康省建设厅予1947年向中央农林部呈报的《西康省森林林业概况》中说。

“本省⋯⋯因交通之梗塞，人口之疏稀，各处天然森林多能保持原始状态，林地郁闭，林相

整齐，树种繁盛，林产殷富，在西南各省森林，当推本省为第一。惟是林政不修，所有林

区，当交通要道或邻近城镇者，森林横遭滥伐，甚或以扩张耕地放火烧山，摧毁森林不遗余

力，此极堪注视．须力图振救者。值抗战期间，中枢重视西南，农林部在本省有大渡河及青．

衣江国有林区管理处之设，然不久即撤，保护森林成绩未著。至本省则以林业机关未能专

设。历年造林育苗类多敷衍，虽历年各县有造林育苗工作，因经费支绌，无人专管，植树以

后，灌溉未施，保护不力，因之年年造林却终未长成一林，事实昭然乃不可讳言之事。以故

本省森林除天然林外，迄今尚无一人造林区也。一这是全省林业情况的概括，也是解放前雅

安林业的概括。 ．．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雅安县设立了林业机构，全面开展了林业

工作，包括林政，营林以及木材的生产、购销，其规模和成效远非解放前可比。三十四年来

l·



造林面积累计近二十三万亩，除已采伐利用的不计，1983年末尚保存人工林(包括幼林)面

积五万二千余亩，保存率为z2．7％，这个比例较全省保存率低(全省约为三分之一)，但与

解放前兰十八年崭无一人造林区”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

．f
。

解放后，雅安林业工作亦有失误，除了造林上的面积不实，保存率偏低外，突出的是。

采育比例失调，长期存在采伐量超过生长量，乱砍滥伐未能杜绝。致使现有森林厩积大大减

少，森林龄组结构失调，不仅后续资源不足，而且影响了生态平衡：3t，t ⋯，’I{：、：，。“

本书将根据征集之资料，对成绩和失误如实记述，力求使阅者对七十二年来雅安之林业

工作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并能从中得出自己的。“效法舰或“为戒努的结论。’。
’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七十二年光阴转瞬即逝，但在这二万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毕竟

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未能征集到更多的资料，更因编纂者之笔

拙，不能反映事物之精萃，挂一漏万则成必然。惟有竭尽所能。记述予次。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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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 置
}

，

、

。

林业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亘古有之。清末i倡导实业，林业为其主要内容之一。辛

亥革命后，实业行政机关虽几经分置合并，名称更迭，但林政工作皆附设机构管理，从未单

+独设置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林业事业的发展，才逐渐设置单独之林业机关，

形成一个独立部门。 ．．‘ 一

’1

第一节 民国时期雅安县之林业行政机构
‘ _’7(191 1年至1 949年)。·：

清末．清政府设农工商部，四川省设劝业道，县设劝业分所。

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省劝业道举办劝业员养成所，设置林业专门课程，并有留学

日本学林的留学生任教。是为川省培训基层实业工作人员，并使其具有现代林业科学知识之

始。
’

《雅安县志》(1923年修，下同)记载。雅安县“请末设劝业员，民国初裁之一。

民国肇建，南京政府设实业部，下设农务司，林政属之，南北统一迁都北京后改设农

林i工商两部。农林部于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成立，设山林司主管林政。民国二年

(1913年)十月又将两部合为农商部，设农林司掌理农林事务。

四川省于民国元年设实业司，置农务科，林业属之。驻节雅安之上川南道(建昌道)设

实业科。
’

“’ “

民国五年(1916年)后，川省实业多所兴革，省设实业厅，下置四科，第二科主管农

林。各县相继设立实业所。 ·

‘民国五年，雅属各县先有蚕桑局之设立。由蚕桑局改实业所之时间则有先后。

《雅安县志》对实业所有如下记载。 “六年(1917年)改设斯职，由所长主理，系省委

任，专司地方实业。" 。

实业所初设南华宫(今武警支队驻地)，继迁清¨||导署旧址(今市水电局后院)。

四川省《各县实业所办理林务规则》中规定： “各县林务由实业所统筹办理"， “关于

森林法暨施行细则及造林奖励条例事项，实业所长有禀承县知事执行之责"，懈必要时得设

森林技士或技手一人，承所长之指挥办理全县林务事项黟。
、

民国十四年(1925年)，各县实业所又相继改为实业局，局长由省委任，隶属实业厅。

局分三等，雅安县实业局系一等局，惟因经费不足，人员配置未足定额，设局长一人，劝业

员(又称农技手)二人，文牍兼统计一人，会计兼庶务一入。因实业局之经费来源系随房地

契税附证，故另设实业经费收支员一人，住税征机关经管实业经费之征拨。

l



’

附；雅安县实业局局长名单
’

姓名 别号 籍 贯
’

备 ， 注

高登云 冰如 ， 雅安 民国十四年任职，起止时间不详。
， 杨为桢 ‘■a 不氓l‘· ．恳国十尹侔r月在任。起止时间不详。
， 匡裕湘 ·‘ 荥经1·主A‘定居雅安?。任职时间不详，民国十八年

八月卸任。 t

二‘：王述嗯。H。．奎垅彭：h， ·lj矽、。雅安k}i o民国十八年八月至十九年十丹任职垃
‘

tr期开运墨；．。‘1 1矗焕文i．’≯i 2-oj 名山．：j≯民目十九年十月任职>卸职时间不详。熹
。民国十六年．(t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r翌簿．(190鹋砷：三月设立农矿部，下设农．

‘

务司．置一科掌理林政，十月又改设林政司专管林业行政。 ．．一一 ．．：．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颁发省政府组织大钢，要求不设农矿，工商两厅之省，

改实业厅为建设厅。县亦改为建设局。四川省政府乃于民国十九年(193年)五月二十二日．o

指令实业厅改为建设厅，‘代理厅长冯元勋予六月一日通屯改组。 ’·

’

而国民政府却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又将农矿、：工商两部合并，复称为实业部，实业部设

林垦署专司林政。

四川省建设厅初设五科，．林业属第二科管理。后又改设四科二处，林业属第三科管理。

7但民国二十一年(1．9 3 2年)七月颁行之四Jl【省《林业行政系统草案》中又规定：省政府

建设厅下设林务局掌理全省林业行政事务l在县行政机关中．(建设局或农矿局)．设科或设，

股，置林业技术员一至二人，专门技士若干人，办理全县林业行政事项。 j

省改建设厅之前，各地驻军即以省政府组织大纲为据，令其辖区之县实业局‘改为建设

局，且改者已达十分之六七。故各县实业局改组建设局之时闻相差甚远。有改局者，’亦有改科

者。雅安县实业局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改为建设局，局长罗楷正于当年五月十六日到职。。，

县建设局掌理土地、农业、森林，水利、道路、，桥梁工程，劳工、．工营等事项及其他公

共事业。局长受县长之指挥监督，由县长遴选呈由建设厅报省致府委任。建设局属县政府组

建之机构．与实业局相比隶属关系有了改变。 ‘，。

．此后，因政局紊舌II，雅安县除教育、税捐二局外，县政府秘书室总承·切，日无所谓职

能机构之分置1 ．

‘

。．． ： ： l，

民国二十四年(19L35年)m政统一。通令各县裁局改科。备科以编号称呼，雅安县并教

育，建设为第三科。十月，省委孙德明任雅安县政府第三科科长。 。。，一，。 ．。．i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设立后，四月．专员赳、

镛兼署雅安县县长，专，县合署办公。专署初设二科，．下置四股，、由第三股股长罗湘贤兼雅

安县第三科科长。专署农林技士谭裕吕亦兼县之工作。，次年(t937年)初，改由专署第二科

科长贺德府兼任县第三科科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其，专署改设三科，雅安县锩三．

科科长又改由专署第三科科长李公辅兼任。、．， 。 -．1 ，． 一，、o

，民国二十八年(t939年>元旦。西康省成立，雅安划归西康省，专署不复存在。其实，

撩安县已先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由徐链接任县长，实际上已属西康省管理。∥．一 · ⋯：

+．西康建省时，国民政府已改组实业部，设农业部，但西康省仍设建设厅置一科管理林政，

雅安县沿袭旧制．第三科科长由李汉枢担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由肖念兹继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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