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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遵义的

历史和现状。

二、《遵义地区志》是原遵义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置的第一部社

会主义新方志。本志所载地域范围，以现行遵义市(亦即原遵义地

区)行政区划的地域为准。

三、《遵义地区志》按分工、科学分类的原则，原规划由40部分

志组成，1997年又作了一次调整，确定由39部分志组成，分卷出

版。从这部志书的完整性上考虑，撤销原遵义地区行政公署而建立

地级遵义市后，在39部分志规划内出版的专志，继续使用原《遵义

地区志·××志》的名称；但地改市后组建的修志机构则要冠以“遵

义市”的头衔o “

四、本志体裁，以专业志为主体，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

志、人物志和附录组成。各专业志结构，一般分篇、章、节、目层次编

写。全志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志所记时限，贯通古今，重在当代。时间上限视各项事业

所能够收集之资料，尽可能上溯；下限原则上定为专志成稿前一年，

也可因专志而异。

六、本志所载内容，重在本地区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

方面的重要事实，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突出地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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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及经考证鉴别之口

碑材料，力求翔实可靠。个别事实有不同说法的，或诸说并存，说明

资料不同来源。或经考证后，选取较为可靠的记载。

八、本志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国家统计部

门未及的项目，则采取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数字。同一事物有多

个不同数据者，尽量核实后选取较为准确数据，或注明不同口径及

不同资料来源，以便读者参考。

九、人物志分设传记、简介和表录。遵守“生不立传"通例，只收

录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物。对于在世人物，有关专志中分别

用以事系人方式记述其事迹o

十、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及年号，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记月、日。地理名称及

历代政权、官职，均依当时的称谓。

十一、文字记述，除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记述体，专业名词

术语、计量单位及数字用法，一律以国家公布的规范或有关部门审

定标准为准。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名词术语及度量衡单位，按原有资

料记载，视情况可加注今名或换算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十二、本志门类繁多，许多专志之间因事业相互联系，内容记述

会有交叉重复之处，采用各有侧重，分别详略处理，以保持各专志的

相对完整，便于读者查阅。

十三、本志审稿程序为：各专志由承担编写部门初审，地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复审，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由国家出版社

终审公开出版发行。



编纂说明

《遵义地区志·林业志》记述遵义地区林业的历史及现状。

一、本志时限上溯至宋末，下至1995年，少数地方为了文史资

料完整，下延至1996年。

二、本志计量单位以法定计量单位为准。但面积计量“公顷"和

“亩"同时使用。

三、本志的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文献档案记

载为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地区统计局及地区林业局的资料

为准。

四、本志所用林业科学技术术语、名词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业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记述。

五、本志1965年前的资料以当时的行政区为准(含当时行政区

归属遵义地区管辖的息烽县、开阳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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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遵义地区位于贵州省的北部，介于东经105。36’～108。13’，北纬27‘87～29。12 7之间。

西部和北部同四川接壤，南部和东部与省内的毕节、安顺、黔南、黔东南、铜仁五个地、州相

邻。东西长247．5公里，南北宽232．5公里，总面积30％2平方公里。区内辖3市8县和

两个民族自治县，即遵义市、赤水市、仁怀市，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冈、余庆、习水、正

安县，道真和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区内山地及丘陵面积90％以上，俗称“八山一水一

分田”。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1500米之间，最高处桐梓县柏枝坝海拔2227米，最低处

赤水市赤水河出境处海拔221米。土壤以黄壤、山地黄壤、石灰土、紫色土为主。属典型

的温暖、湿润亚热带季风高原山地气候，年平均气温13～18℃，日照时数一般在1000—

1300小时，全年无霜期270～2踟天，年平均降雨量一般在1000～1200毫米。可谓“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

遵义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湖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段，纬度较低，海拔较高，河谷

深切，地势起伏较大，地表形态多变，岩性组合复杂，土壤种类繁多，植被类型丰富，故有

“十里不同天，数步不同地”之说。加之地处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交汇的结合部，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水平地带性差异不大，而垂直地带性差异明显。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正是区内森林植物资源丰富，森林类型多样，植物区系复杂，特有种、属多，孑遗植物丰富，

以及林木生产力较高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高等植物198科777属2009种，其

中林木种子植物95科781种。裸子植物有8科26属50种，被子植物有99科331属

1204种。分布在赤水市金沙沟等地的蕨类植物桫椤，分布在道真县大沙河、桐梓县柏箐

林区等地的裸子植物银杉，分布在绥阳县宽阔水、道真县大沙河、桐梓县柏箐林区等地的

被子植物珙桐，均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还有不少其他珍稀树种，如小金花茶、红花木莲、

仁昌木莲、鹅掌楸、水青树、华南桦、矩鳞铁杉、红豆杉、香果树、银杏等。区内森林植被类

型多种多样，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由低往高处依次分布着：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针阔叶混交林、高山灌丛、高山竹林、高山草甸等多种植被类型。故遵义地区素有

“宜林山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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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林业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黔北地区，从乌江两岸到娄山山脉，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森

林，而且名目甚多的各种野生动物也在这块土地上栖息繁衍。勤劳智慧的黔北各族人民，

早在宋代就开始植树，每年农历一二月间就在房前屋后及村寨周围栽种经济林及风景林。

尤以经济林的栽培历史悠久。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安吏目徐阶平，绥阳知县母杨祖

就劝民种桑、茶、漆等，并规定户种株数，少种者查处。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福建人黎

理泰白福建上杭县运楠竹四根到赤水后槽地区种植发展至今日的规模。今习水县羊久乡

正坝村还存活着一棵国内稀有的巨杉，相传为宋末袁世民进习水时栽植，现树高44．7米，

胸围7．66米，冠幅22．7米，主干材积达84立方米，至今仍枝叶生长繁茂，巍然挺拔，被誉

为国内“杉树王”；还有道真县的“千年古银杏”、“油茶王”，正安县的“油桐王”。余庆县的

“漆树皇后”等等，举不胜举。民国29年(1940年)起，区内先后建起了“中山林场”、“抗战

纪念林场”、“中山苗圃”等营林机构，民间植树造林在区内发展较大，但多偏重于发展桐、

茶、漆、乌桕、桑及干鲜果等经济林，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绿化荒山造林尚未进行。

据1949年临近解放时统计，区内森林覆盖率达32．5％，在省内属多林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林业建设摆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位置，采取了

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进林业建设的恢复和发展。遵义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共遵义地委、行

署的领导下发展生产，振兴林业，取得了很大成就。

首先是变革林业生产关系，解放林业生产力。建国前，剥削者占有森林树木的绝大部

分，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拥有很少。1952年区内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山林的所有制改变

为国有(包括乡以上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三种所有制成份，明确了山林权属，

从而提高了农民护林、育林、造林的积极性，促进了林业生产的发展。1950～1956年，全

区共育苗4000余亩，造林90余万亩。

二是建立林业机构，确保林业工作开展。建国后，首先抓了林业机构建设，并随着林

业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地区和各县、市设立了林业行政、营林、森工、森林防

火、林业公安、林政资源管理、森林植物检疫和病虫害防治、林业科研及推广应用、木材检

查站等林业机构。区乡设立了林业站、林管站，村组有护林员。到1995年底，全区共有林

业职工4145人(其中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172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从森林

培育到采伐利用，从生产到经营，从科学研究到技术推广，从行政管理到依法治林等一整

套结构基本合理，配套基本成龙，功能基本齐全的能独立运行的林业生产、经营、管理机构

体制，给林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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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三是加强组织领导，大力植树造林。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

号召。区内各族人民在地委、行署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营

林为基础”，坚持林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坚持在发展用材林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林，坚

持一般造林与工程造林(速生丰产基地林、长江防护林、世界银行贷款造林等)相结合，坚

持“七年消灭荒山、十年基本绿化黔北”的绿化目标责任制，以及坚持“四个一齐上”(即：坚

持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以集体或联户造林为主；坚持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一

齐上。以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为主；坚持一般造林、基地造林、义务植树和“四旁植树”一齐

上。以一般造林和基地造林为主；坚持用材林、经济林、防护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一齐

上，以用材林和经济林为主)等林业方针及措施办法，把全区的营林生产不断地推向了新

的发展水平。从1950～1995年，全区共造林1170560公顷，其中营造用材林821183公

顷，营造经济林345693公顷，营造防护林5937公顷，营造特种用途林24907公顷，营造杉

木基地林72005公顷，营造长江防护林18387公顷，世界银行贷款造林6499公顷，飞机播

种造林248716公顷；封山育林575675公顷；义务植树9740万株；采集各类林木种子

3537吨；育苗8199公顷。1995年，基本建成三大林区，即：西北部低中山峡谷杉、楠竹、阔

叶用材水源涵养林区，北部中山峡谷油桐、杉、松经济林用材林区，南部山原松、杉、柏用材

林防护林区。

经济林是区内的优势。区内在发展用材林的同时，坚持大力发展油桐、乌桕、生漆、杜

仲、银杏、五倍子、黑荆树、板栗、核桃、水果、茶桑等经济林木。1950～1995年，全区共营

造各种经济林木面积达345693公顷。经济林产品中的油桐籽、乌桕籽、五倍子的常年产

量分别占全省的1／3、1／2和1／3。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楠竹是赤水市的特产。建国前仅10余万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保护措施和发展

政策的贯彻落实。1995年发展到近30万亩，总蓄积量达3000多万株，在省内居榜首，跨

入全国十个“竹子之乡”和年产500万根楠竹县的行列。竹子亩产可达350株，最大胸径

24公分，而且节间长、竹壁厚、韧性好；竹笋白嫩细腻、鲜脆可口。近几年来，境内不但竹

和竹笋的加工利用发展空前，而且还在国营赤水葫市楠竹场境内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竹

海公园”。

四是建设森工企业，发展林产工业。为努力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和林副产品，建国初

期，在赤水、习水、仁怀、湄潭等县先后建立了作业所、伐木场、收购站、水运队等森工采伐

运输机构。随着森林工业的发展，各县、市建立了林工商(木材)公司、木材加工厂、林化

厂、林副产品加工厂、木材转运调拨站、林业专业运输车队、采育林场等森林工业企业30

多个。形成了采伐、收购、销售、加工、运输、更新等独立经营的森林工业体系。1955～

1995年．累计完成森工基本建设投资2309．09万元，向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商品木

材429．1913万立方米，提供商品楠竹2229．6158万根，提供栲胶6087．786吨。此外，还

生产了大量优质油桐籽、乌桕籽、五倍子、杜仲皮、生漆、栓皮、棕片、松脂、板栗、核桃、香

菇、木耳以及中药材等林特产品。全区1950--1995年，木材、楠竹、栲胶、松香等森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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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达39696万元，实现利润5569万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

五是林场建设，成就显著。1953年起，区内先后建立起国营林场18个，后经过调整

保留14个。1995年底有固定职工313人，经营管理面积10393．3公顷，有林地面积

6247．1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43．2万立方米，是区内重要的商品材基地。但由于“吃大

锅饭”的旧国营林场体制，致使林场外部无压力，内部无活力，从而经营危困，经济拮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区内国营林场逐步实行改革，推行承包责任

制，认真贯彻“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方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

发展多种经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林场正在向经营自主、经济自立、以林养林的经济实体

发展。 ．

．乡村林场，异军突起。区内50年代开始兴办乡村林场，60年代发展，70年代达到高

峰，形成了一支浩大的治山造林大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落

实，又涌现出了一大批联户林场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林业专业户、重点户、林科户。这

些林场、苗圃场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一片坡一条沟地连片治理造林，讲科学、讲实效，“造好

一片林、留下一批人、办好一个场、管好一片林”，为区内林业生产谱写了新篇章。据1972

年的统计，全区有乡村林场183个，有联户林场151个，有林业专业户、重点户、林科户

1672户，经营管理面积近180万亩(其中有林地60万亩)，累计造林83．57万亩，占区内

同期造林总面积的20％。这些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林业生产组织，适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

展，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六是修筑林区公路，开发边远林区。我区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边远山区，地势崎岖，

交通闭塞。解放前几乎没有公路通向林区，木材生产全靠人抬肩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

率低。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状况，建国后采取国家投资或民办公助的办法，修建各种

林区公路741．6公里，并整治大小河道、修建架空索道、贮木场、转运站等，基本实现了木

竹材“深采远购”的方针。为开发山区资源，繁荣山区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七是建立林业“三防”体系，保障森林资源安全。为了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40余年

来，全区林业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同破坏森林资源的病害、虫害、火灾等灾害进行了不懈

的斗争，并根据林业生产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逐步在地县两级建立健全了林政资源

管理、林业公安、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等林业“三防”管理体系，使区内森林的培育、经营、

管理等置于法律和科学的保护之下。主要表现在严格执行了森林限额采伐，森林的乱砍

滥伐基本刹住，强化了木材流通管理，破坏森林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力的打击，有效

地防治了森林病虫害，开展了森林植物检疫，森林火灾得到了有效地防治和扑救，从而积

极有效地保护了区内森林资源。

八是教育科研，共谱新篇。区内的林业教育与科研事业，可以说是从零起步，解放前

没有一所林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兴林之本在育人”，新中国成立后，1958～1959年，区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