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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多么神奇，迷人的字眼!提起它。*41"l就会想起浩瀚无

边的大海；提起它，人们就仿佛听见雄壮悦耳的林涛。你可曾知，

正是由于有了森林，人类才得以在地球上诞生；你可曾晓，正是由

于有了森林，人类今天才能继续在茫茫大地上生存，发展，前进。

自古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就有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优良传

统。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魏贾思勰就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提出

了搿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的论点，透彻而精

辟地总结出了林业的重要性及其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历史在发展，

社会在前进。长期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绵阳人民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

时，⋯积极发展了林业生产，取得了较大成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

验，也留下了不少有益的教-／nl。现在将它编志付梓，以传千秋，实

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

编写《绵阳市林业志》就是为进一步发展我市林业大好形势，

提供历史借鉴和资料依据，使人们从千态万状的林业发展事实记录

中，鉴古明今，从而在林业生产上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为繁荣我

市林业作出新的贡献。

一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之一。一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既是物质文明建设，又是精神文明

建设。让我4fli己住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长梁希教授“把山河装成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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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把国地绘成丹青”的殷切期望，不辞劳苦勤勤恳恳地同全市人

民一道，为振兴林业而艰苦奋斗吧!

康年顺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各章节以事件为主体，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立脚当代”的原则，按时间先后竖写。主要记述我市林业生产的历

史，力图揭示林业发展的规律，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用事实表明

影响和促进森林发展的因素。

二．本志的编写时限，其下限为一九八五年底，上限因资料所

限，难以划一，一般断自民国初年，其余尽可能向上追索。

三，本志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当时纪年，用汉字表示，凡建国前

的纪年均括注公元纪年。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简化字按国家规定，不使用未统一

的简化字。

五，本志所用量衡单位，一律为公制，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六，本志所用地名、组织机构名均直呼当时名称，不括注今名

(小地名除外)。

七，志中对特殊的树种名称，在俗称后括注学名。如玑法国梧

桐"，学名为“悬铃木一。

八、本志发用专业术语均直用各历史时期的用语，不再下定义，

不与现今用语相对照，亦不搬用“林业词典”作解释。如“四旁”

即村旁，宅旁、路旁，水旁。

九、本志文中凡引古籍文献皆择录其原文，用引号，注明出

处，但不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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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编写中，对一些难于查清的资料，作暂缺处理，不牵强

附会，主观臆造。如建国初的修建粮仓、 搿农业学大寨”中建红苕

高温大屋窖等所用之木材数量，无从查实，故不涉及。

十一，人物一律采取“叙事系人”，不单独列传。

十二、本志一律不涉及政治运动的记述。

十三、有关统计数据，以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为主，林业局统计

资料作参考记述。

十四、关于称谓，以建立人民政权为区分标准，故本志慨以
t “建国前一， “建国后一表述人民政权建立前后的时限。

． 十五， 《绵阳市林业志》共分七章二十九节，以目录标明页

码，以便查找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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