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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临沧地区行署林业局局长查建伟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是从事维护国土生态安

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向社会提供森林生态服务的行业。林业承担着培育、管护和

发展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景观、森林文化遗产和提供多种森林产品的根本

任务；肩负着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

地处滇西南的临沧，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临沧地区西南与缅甸接壤，是云南通往

东南亚各国最便捷的通道；北回归线由南横穿而过，呈现多种类型的气候特征；分布有

大量珍贵、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其3 700多种高等植物中有铁力木、秃杉、云南

红豆杉等珍贵树种26种；野生动物中鸟类352种，兽类109种，其中有亚洲象、孟加

拉虎、黑长臂猿、白掌长臂猿、赤颈鹤、绿孔雀等多种珍稀动物分布。

临沧地区林业伴随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同时

期人与自然随经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纵观临沧林业发展，主要经历了原始利用、木

材利用和恢复发展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原始利用阶段，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保护

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专业机构缺乏，主要进行林产品及林副产品的采集利用。新中国

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木材利用阶段，林业工作机构开始逐步建立，林业生

产以木材采伐利用为主，植树造林尚未形成全社会共识，大部份只依托林场进行规模化

造林，群众多以四旁为主开展植树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林业恢复发展时期，

林业工作机构得以健全和完善，初步形成管理保护网络；以科技为指导的造林、营林和

开发利用有了新的突破；植树造林成了全社会改善环境的共识；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森

林资源成了从地方政府到各族群众的共同行动。

《临沧地区林业志》通过编修人员的辛勤劳动，在大量历史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

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临沧林业所走过的发展道路，用大量事实总结了临沧林业发展所取得

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成为今后林业发展可资借鉴的“教科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跨越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林业

演进过程，对加速实现区域林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临沧地区林业志》的出版

发行，必将为指导全区林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夕



序 二

临沧地区行署林业局前局长陶佳仁

在这世纪交替、千年更迭之际，《临沧地区林业志》出版了，实在令人可喜可贺。

在此，我向为编志而付出了辛劳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关心编志工作的各位领导、专家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于一身。人类依靠森林

生态系统的供养与庇护才得以生息繁衍。较长时期以来，人们对林业的认识是不完全的。经

过世界环发大会以后，全球对林业的定位提到了—个前所未有的全新位置。总的来说，林业

是—个十分特殊的行业，承担着植树造林、国土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

使命，尤其是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林业

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造林、砍树，以取材为主，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林业了。林业已

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多样性的林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经

过多年的认识和实践，特别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全国都在反思，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

系、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如何正确认识自然规律，运用自然

规律，尊重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临沧地区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山高坡陡，沟谷纵横，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森林植被

生长的自然条件优越，形成了全国少有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四十多年来，由于各种历史

的、社会的原因，临沧地区林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全区林业职工和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全区林业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生态问题已被地委、行署作为实现“粮食、财政、生态”三大平衡的战略高度

来认识。这是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地点明了全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离不开林业。在林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收获的喜悦，有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也有失误的惨痛教训。但是，多少年来，对全区林业的记述在旧方志中找不到一本专

著。而本书终于首次记述了临沧地区森林资源的演变情况，林业沿革，兴衰起伏，这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区林业的过去，掌握林情，从中吸取历史教训，借鉴前人的经

验，少走弯路，把林业的各项工作办得更好。因此，我认为，该书的编修出版，对保护

好全区森林资源，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

加快全区林业事业的发展步伐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

2000年3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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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临沧地区行署林业局原局长李万荣

《临沧地区林业志》，根据地委、行署和省林业厅的布置，地区林业局重视，安排专

人从事编志工作，经主编杨乘时等同志的几年辛勤耕耘，、即将问世。作为一个曾在临沧

地区林业局工作了35年的老兵，感到由衷地高兴，借此机会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六十万字的临沧地区林业志，详实记述了临沧地区林业40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

涉及植树造林、管理保护和森林资源消长等林业工作各方面的情况，是临沧地区的首部

林业志。临沧地区林业志，集政策性和知识性于一体，有经验，也有教训，是全区人

民，特别是林业工作者不可多得的一本志书。相信它出版后，其“资政、存史和教化”

作用将不断发挥。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维持陆地生态平衡。森林是人类的摇篮，古代广布的

森林养育了古人类。随着社会进步，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不断走出森林，实行农耕，

并随人口的不断增长，不断扩大耕地，不断砍伐森林。由于森林不断减少，生态环境不

断恶化，人们不断地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迫使人们不断地认识森林的重要作用，开

始保护和发展森林，恢复和扩大森林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这样做了。但在一

些不发达地区，森林的重要作用还不被充分认识，森林仍遭到破坏，甚至严重破坏。我

国森林稀少，自然灾害严重。1998年长江、松花江大洪灾以后，已引起党中央、国务

院的高度重视，采取了禁伐天然林，加大林业投入等强有力的措施。临沧地区应抓住机

遇，借此东风，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加强管理保护的力度，绿化临沧大地。

积临沧地区林业发展40多年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有四条应深切注意。一是政策。

政策对头林业兴，反之则森林受破坏。“大跃进”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森林遭受严

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业不断恢复和发展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二

是科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临沧地区林业工作由“只

砍不造”、“只造不管”、“乱撒乱种”发展到“适地适树”、“袋苗上山”、“工程造林”，

加强管理保护，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科学技术还在迅猛发展，林业科技投入还应

不断加强。三是资金投入。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增强，林业投入加大，临沧地区绿

化步伐加快，管理保护力度加强，促进了林业发展，以后应继续重视投入。四是全区

200多万人民是森林消长的决定力量。临沧地区森林消耗，国家商品材有据可查，不到

总采伐量的5％，95％1；t上的砍伐是消耗于燃料、农民自用材和毁林开垦，森林火灾和

眵



临沧地区林业志

森林病虫病害也消耗一部分资源，而森林火灾绝大部分也是人为引起。因此，林业工

作，实际是人的工作。只要在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经过长期深

人的宣传教育、组织发动、落实责任和依法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把全区200多万人民动

员起来，爱林护林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再造山川秀美新临沧，使南汀河水变清，给子

孙后代留下一个良好生态环境。林业部门更是任重而道远，要不断开拓进取，努力再

努力! ，

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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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临沧地区林业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指针，以森林、林业政策法规为依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四

项基本原则，全面记述临沧地区林业事业的发展与现状。

二、志书结构，主要由述(概述)、记(大事记)、志(正文)和录(附

录)等部分组成，图表穿插其间；正文为其主体，采用章节体(著述体)

排列。

三、志稿严格按《(云南省志)行文要则》，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白

话文)，正文用记叙体；简化字一律按照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

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数字书写，遵行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标点符号，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标点符号用法》；表格制作，亦力求规范，并按章编号。

四、时间断限，上限上溯至事物发端之时，下限至1995年；个别事物

为求其连贯性和整体性而延伸(如人物传、人物简介部分)，照片部分时限，

延至出版前。

五、纪年用公历，历史纪年沿用朝代年号，并括注公历年份；年代，仅

用于20世纪，如50年代，即指20世纪50年代。

六、书中的“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党”，指中国共产党；“地委”，指“中国共产党临沧地区委员会”，以此

类推。

七、简称，以约定俗成，不易产生歧义，符合法律为原则，如“沧源佤

族自治县”，简称为“沧源自治县”或“沧源”、“沧”，其他类推；1978年7

月“临沧地区林业局”改称“临沧地区行政公署林业局”，简称仍为“．(临

沧)地区林业局”或(临沧)(地区)行署林业局”。

八、地名，行政区划名称以民政部门公布的为准，其他地名以各县、自

治县《地名志》为准；历史地名，依文献记载，视情况括注今名。

九、法律名称，建国后的重要法律，如《森林法》即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即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临沧地区林业志

十、镇康、永德两县系1963年9月镇康县析置永德县而成并于1964年

1月正式分开，故1964年以前镇康县即包含永德县地域，一般不再用“原镇

康”字样或加注说明。

十一、难入正文(章节)的事物，载于大事记。

十二、本志断限至脱稿时的大事记(1996～1998)置于附录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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