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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孝义林业志》的成书问世，堪称孝义林业史上的一大盛

事，令人感奋。

孝义地处吕梁山脉中段东麓，太原盆地西南隅，东邻汾

河，背依吕梁，地理环境有经济战略承东启西，物华天宝之优

势。襟煤带铝之境，是全国第一批50个和山西省35个重点产

煤县之一，铝土矿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20％，占全省储量

的41％。交通四通八达，南同蒲铁路介西支线东西向穿越腹

地，孝柳铁路在市区接轨；国道、省道及市乡公路网络全境，素

有“吕梁明珠’’、“三晋宝地”之称。

孝义土地肥沃，山Jif壮丽，“物竞天择，适地有存’’。以盛产

核桃、柿子而著称，尤以所产核桃皮薄、仁香脆可口、营养丰富

名扬四海，早在清代即为外国官商所青睐，如今已远销英国、

加拿大及东南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是“汾州核桃’’主要产地

之一，年产量亦屡居全国之首。

上溯远古，境内林草丰茂，绿树交荫，山明水秀，景色万

千。千百年来，由於过度砍伐，战火摧残，致使植被破坏，森林

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孝义人民“知兴替，明得失”。建国后，特

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依托煤铝资源优势，

“挖出地下宝藏，建起地上绿色银行’’，植树造林蔚然成风。而

今，成片林、经济林、农田林网，林木扶疏，点缀了孝义壮丽山

川。



序

鉴往知来，被仁人志士共识。《孝义林业志》孕育着林业熠

熠业绩、成败得失的昨天，启迪着绿化祖国、花团锦簇优美环

境的未来。林业局长、高级农艺师梁希武同志主持、省林业科

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文德等同志编就的《孝义林业志》图文

并茂，资丰事实，将孝邑林业的发展，前有所稽，后有所考，跃

然纸上，利在今朝；主政者置案一册，鉴览得其要，施令得其

宜，林业兴盛、净化优美环境之要领，展卷可得。

时值《孝义林业志》出版之际，我们对编纂过程中给予帮

助的专家学者和为此书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全体编辑人员表示

衷心的感谢。

中共孝义市委副书记 郭志宏

孝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高大旺

一九九二年四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孝义林业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本志按“小章法”顺序排列，章下一般设节、目，个别地方根据

需要增加或减少层次。

三、本志记载年限上溯不限，下限截止于1990年，特殊情况适当

延长，略古详今，重点记述建国以来的林业发展。

四、本志涉及的地名和机构名称，采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例

如县人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县革命委员会、公社、大队、乡(镇)、村
刍笙寸0

五、本志记述机构负责人(含副职)在记述行政职务的同时，兼记

技术职称。

六：本志纪年，从1949年起采用公元纪年，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

注公元纪年。

七、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二律采用公制。如：公里、平方公里、米、

平方米和公顷、吨、公斤等。．旧资料中的计量单位保持原貌。

八、本志除引文之外，全部以语体文记述，所用数据除统计局数

据外，还采用省林业调查设计院和县林业局档案数据。

九、本志用字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公布的《简化字总

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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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正始二年(241)

五月，陨霜杀稼。

魏太和十四年(490)

八月，陨霜。

大 事 记

三 国

南 北 朝

唐

天宝八年(749)

县令杨仲昌，耕、桑、树、艺、庐舍、阡陌，莫不躬教于民，政有殊绩，太守萧恕，

上表朝政褒嘉。

贞元五年(789)，

冬，大雪，平地深5尺。

贞元十二年(796)

正月，鼠害成灾，衔蒿刍巢树上。



一2一 大事记

食。

建隆四年(963)

春、夏大旱。

宋

兀

至正十八年(1358)

恶疫流行，死亡甚众。蝗虫遮天蔽El，食尽草木稼禾。

至正十九年(1359)

八月，蝗食稼禾，草木俱尽；蝗飞蔽日，阻碍人行；死蝗填坑皆盈，饥民捕蝗为

明

洪武二年(1369)

秋至次年春无雨。

成化+二年(1476)

旱，民大饥。

成化十七年(1481)

六月大水漂没县城南关及乡村庐舍三千余户。

成化二十年(1484)

县城桥南厢姚氏养猿1只，久之甚驯。一El姚偕妻出外，家留猿与儿，夫妻归

猿已支解+JL入釜炊。

弘治六年(1493)

重修曹村普济渠，堤堰高厚倍增，傍栽护堤柳树。

嘉靖七年(1528)

大水伤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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