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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地方’志可公开出版和省林业厅

1990年4月全省林业修志工作会议关于三、五年内，云南省

林业系统要完成一套系列丛书的精神，经省林业意编纂委员

会研究决定：凡公开出版的各级林业志书，一律统一封面设

。计、．统一版式、统一申报出版计划。为此，省林业志编纂委

员爵香疆i1『日以7；季琳‘恚孺字一a99剪’第i雷号文而答疆卅一
市林业局、各林业企。业单位发出《关于出版林业系列丛书的

通知》。此：《通知》下发后，各林业单位纷纷报送公开出版志

书的计划。 ’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是一件服务当代造福后世的，具有重要意义和多种用途的

大事，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是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但编修林业志在我省尚属首次，因

为古代的志书是“重人文”、“轻经济”，没有给林业单独立志。

在近代志书中，虽有关于森林方面的记述，也失之简略。根

据中央统一部署，从1982年以来，云南林业系统和全国一样，

开展了修志工作，尤其是1989年3月全省林业系统修志讲习

班以来，全省林业修志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省林业厅

承担了《云南省志》中的《林业志》和《古树名木志》两个

分志的任务，我省各级林业部门也承担了各地州市县地方志

中的林业分志或林业篇章的任务。各林业单位在修志工作中

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大都在着手编修林业部门志(或叫林业

专志)；省林业厅直属单位。，在省厅的统一部署下，也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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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为了保护森林，振

兴林业，达到“存史、资治、教化”，“有益当代，荫及后

人”的目的，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根据1990年全省林业修

志工作会议精神，在听取了一些单位的意见后，为使这批宝

贵的林业历史资料形成体系，集中反映全省各地的林业生产

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伏、兴衰演变的历史状况；同时也使广

大林业修志工作者多年来默默无闻、任劳任怨、艰辛拼搏的

劳动成果得以公开问世，发挥志书服务当今、流传后世的效

能，经省林业厅批准，并与有关出版社联系后，央定出版

《云南省林业志丛书》。为此，云南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拟定

了《云南省林业志丛书》总体方案。1990年11月29日，．云

南省林业厅以云林志办字(1990)第578号《关于批转<云

南省林业志丛书)总体方案的通知》，批转各林业单位，按这

个方案执行。
4

．

、 《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总体设想方案主要包括八个方

面的内容： 、

一、名称。总名称为《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各林业部门

志的名称为正式书名，如《××县(或地州市县)林业志》、

《××自治县林业志》、《××单位(即××局、院、‘厂、校、司

等)志》等。《丛书》统一按之一、之二、之三⋯⋯的顺序排

列。 一

-二、．装帧。纳入《丛书》的各林业部门志，_律以大32

开平装或精装两种版本，封面图案统一由省设计，志书印数

由各林业单位自行决定。

三、体例。志书的结构应符合志体要求，全书．由编纂者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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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丛书出版说明、图、照片、凡例(或编修说明)、目录、

概述、大事记、志书正文(章、节、目)、附录、编纂始末等

部分组成。

四、语言行文要则。严格按‘《云南省总体设想(修订)》

和．《补充规定》以及有关规定办理。 ，

五、名称名词。林业系统志书中涉及动物名猕和林业名

词较多，．各地各部门的习惯名称、土名、俗名较复杂，应该．

重视名称的规范。现规定：凡植物(包括树木名称)．一律以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1984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云

赢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准；．动物名一称一律一以《云南省志·动．一

物志》(1989年，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为准；林学名词一律以《林学名词》(1989年11月，

科学出版社出版，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为准。在引用古

资料(历史)．时，仍可使用旧称，但须用括号注明规范名称。

六、审定。-志稿审定由各单位自行组织。省林业志编辑

办公室可给予必要指导和协助。． ．

．七、经费。出版经费由申请出版单位自行筹集。

八、凡纳入本丛书的林业单位，应按规定报送省林业志

编辑办公室，．以便安排出版事宜。 !

云南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办公室

、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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庳 一，J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森林是人类生命的摇

篮。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森林的生态效能，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发展林业，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泸西县林业生产历史悠久，在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建国四十年来，林业生产有丰富的经

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泸西县林业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的原则，追寻我县林业发展

的轨迹，记述了全县森林资源、营林生产、采伐利用、森林

保护、．林政管理、林业体制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情况。从中可

以帮助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林业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后只要

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州制定的林业政策，全面掌握本县

林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优

势，‘林业生产将会出现新的局面。我为之作序，也正是寄予

这样的希望。
’ 。

——4——

副县长：李克家

1990年7月28日



戽 一
，J—一

绿色就是生命，绿色是希望的象征。

泸西县位于云南省中部，红河州北部，东南以南盘江为

界和邱北县相望，南与弥勒县接壤，西与路南县毗邻，北、东

与陆良县、师宗县相连。

地形地貌是，东北高西南低，叫做三山夹两坝。海拔；最

高点是东山老佐坟山顶，2459．3米；最低是南盘江边很坎渡口

821米，地形的差异，带来各地气温、雨量、日照以及植被、

土壤、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一山分四季，隔里不

同天”的立体中温和气候。土壤多属红、黄壤，’较为深厚，肥

沃，适合各种林木的生长，全县各族人民有爱林、护林的习

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然就形成泸西县是一个多树

种、多林种、林木繁多，森林资源丰富的地方。但由于种种

原因，从资源丰富转为枯竭，木材从出口转为进口，有成功

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但漫长的岁月，就没有一部历史

地、系统地反映泸西林业的志书，这是一件遗憾的事。

《泸西县林业志》的编纂，是根据泸西县人民政府

(1985)35号《关于开展编纂泸西县志的工作意见的通知》，在

省、州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县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具

体帮助下，泸西县林业局承担了历史赋予的任务。为了写好

此志书，1985年4月成立了泸西县林业志编纂领导小组，并

组织人员收集资料，修订篇目，固定专人着手编写。初稿写

出，县林业局又召开会议进行评审，本着为后人负责，．实事

求是，详今略古，秉笔直书的原则，采用横排纵写的方法，历

一5～



时四年始告成志。

《泸西县林业志》，上限始于公元1739年(清乾隆四年)，

下限1989年，重点叙述1950一-,1989年的林业发展。全书由

“凡例”、“概述”、“大事记”七章二十九节和附录组成。辅有

表格、照片。文中记述泸西县森林资源概况、山林权屑的演

变，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木材生产和森林资源惨遭破坏的

实情，以便读者“前有所借、后有所鉴”。因此，《泸西县林

业志》的编纂出版，将会促进我县经济的发展，对发挥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森林的生态效益，对保护森林、发展林业

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

本志书的编写过程中，领导小组和其他同志做了大量的

工作，主编王立盛同志承担了整个工作，不辞辛苦，执笔写

出初稿，虽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由于水平有限，书中

漏误之处，实在难免，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教。

愿泸西大地复绿。 ·

}6一

林业局局长：赵顺勋

1990年8月15 E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泸西县林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本县丰富的林业史料，反映泸西

县林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发展林业建设事业提供决策依

据，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志书采用“新

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进行编纂。力求达到观点正确、资

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通顺。
’ 。 ‘

二、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历史，设章、节、目，并

附图、表、录：以全面记述本县林业发展及兴衰的历史。

三、本志上限1739年(清乾隆四年)，下限1989年。历

史纪年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书写，并在括号内注明历史

年号。

．．’四、机构设置，地理名称和单位名，‘保持历史原称谓。有

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历史地名注明

今地。
。 ’ ‘ ‘

． f

’五、计量单位沿用。
1

‘

六、先进单位、模范人物、收录县级以上表彰奖励者。
．● ‘一

’

。．‘

一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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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泸西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

部。界于东经103。30’～104。037，北纬24。15’～24。46’之间。东

南以南盘江为界和邱北县相望，南与弥勒县接壤，西抵圭山

毗邻路南县，东、北分别与师宗、陆良两县相连。东西宽54

公里，南北长54．75公司，幅员面积为1662．47平方公里。其

中山区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娩．4％。 一～一一⋯一
泸西历史悠久，公元前111年(西汉元鼎六年)，设置漏

江县，属羊可郡。东汉仍旧。蜀汉、西晋、东晋、宋、齐均

属建宁郡。公元618年．(唐德武元年)，改置陇提县，属郎州。

唐南诏为蛮部地，宋大理统乌蛮师宗、弥勒两部地。1257年

(元宪宗七年)，隶落蒙万户府。1275年(至元十二年)，改{殳

广西路。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改广西路为广西府，设府

署，隶云南布政司，辖弥勒、师宗、维摩(今邱北县)三个

州。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降为广西直隶州，设州署。

1913年(民国二年)，改广西直隶州为广西县，设行政公一

署。1917年(民国六年)，改广西县为泸西县，设行政公署。

1921年(民国十年)，成立县自治议事会。1928年(民国十

七年)，撤销县行政公署，设县国民政府。 ‘·L’

1949年2月5日，泸西解放。成立县解放委员会。7月

1日改为县临时人民政府，隶属弥泸地区行政专员公署ilo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属宜良专区；i954年8月

13 Et，撤销宜良专区，’并入曲靖专区；1958‘年10月23日，

撤销泸西县建制，将泸西、师宗、罗平三县合并为师宗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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