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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着。盛世修志”的传统精神，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料，编写了《泸定

县林业志》，记述八十年来泸定县林业发展情况，以期起到存史、资治、教育后代的作用

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日韵。

编写《林业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个重要组成部份，”爿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服务，这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

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则、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其它方面政策的决定为{；醢

据，体现改革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做到。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既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现实情况，又突出地方特色．

为完成这一工作，在林业局支部和行政的领导下，于1986年8月县修志工作会议

后，组成了。泸定县林业志编写小组。，但刚展开工作又因其他原因停滞了下来，后来在上

级主管部门的关怀下，于1988年5月抽出了赵泉修同志．聘请了刘建邦、李世麟二同

志，组成了修志小组、负责林业志资料搜集和林业志编写工作．他们进行了实地考查，查

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同时又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特与帮助，把宝贵的历史资料整理后用

文字记录了下来，才编写成了《泸定县林业志》一书，今天与大家见面，让我们从中了解

过去，明白现在，策励将来．从中获得教益。

这部林业志以翔实的资科，实事求是的态度，记录了泸定县林业曲折发展的史实，引

出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发展前景。这部林业志着重记叙了采种

育苗、植树造林、森林保护。森工采伐等林业建设和开发利用情况。突出党的十一屈三中

会全以来以荒坡造林、大力发展经济林的特点。 ·

修志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修志组人员少。工作量大，加上水平有限和撰写的年代较

长，涉及面广，时间仓促。再加上。文革’期问历史资料。残缺不全。书中之缺点和错误，

确实难免，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我们对支持这部《泸定县林业志》编写工作和提供宝贵资料的单位和同志，表

示真诚的感谢!

泸定县林业志编写领导小组

1990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记述年代上限自191 1年起，下限断至1989年底止，个别事件则跨越了这个

时问界限，追溯至明清时代．重点记叙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林
业发展情况．

二、本志内容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分机构沿革、森林资源、林业生产．森林保

护，森林采伐利用、林业科教、多种经营、林业。两制’等八篇。分别叙述．篇内分章节。

以下按一、(一)．1．(1)层次记叙． ．

兰、书中所用科技术语、名词、名称，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林学

名词》为准．

四、摘录原文的用引号。与此志无关的字句。则以省略号代替．如属未加标点的文言

文句子．均加标点符号．对原文中用的繁体字，均使用简化汉字方案公布的简化汉字．

五、志书中使用的年月、地名、均按事件发生时使用的名称、加以记述．对于各个历

史时期的政权．按照历史习惯称谓，不加政治性定语．关于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用法，

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关于地名。在引用古地名时，在括号中注上今地名、其余一律以新编

的地名录为准，适当注明古地名．

六、志书中所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单位．历史性资料，仍采用当时使用的单位．书中所用数字、

除习惯用汉字表示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七、志书大事记、机构沿革、文献辑存以编年体为主。专题记叙以记事本末体为主．

为了明晰准确反映客观史实，亦用其他体裁．

八、书中资料来源、主要是省、州、县档案馆、州、县农林、统计部门。部分来自生

产部门或口碑材料．

九、对书中部份名词在书末加以注释、并随文附表、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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