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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和谐，森林是人类诞生和文明的摇

篮，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加快发展现代林业，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

途径。乐至林业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人为破坏，

濒于毁灭，后经几十年汗水浇灌，方得恢复，目前己进入“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新阶段。在确保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前

提下，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实现林业资源向林业经济的转变，提

高林业在助农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是乐至林业发展

的新课题、新方向。回顾、思考、记录乐至林业历史，有助于我

们了解林业资源培育的艰辛，增强资源保护意识，推进林业资源

培育、管理和利用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林业志是地方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乐至林业

“存史、教化、资政"的重要工具。《乐至县林业志》(1986一一

2005)客观、真实地记述了乐至林业一个时期的行业发展、资源

培育、管护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有利于对乐至

发展的全面了解，而且对乐至林业今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

导作用，既作用当前，又意于长远。

该志编写，得到了县地方志办公室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具体编纂人员付出了艰辛劳动。在此，我谨代表乐至县林业局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跨度较长，资料的全面收集有一定难度，加之编写

人员水平有限，错漏之处难免，敬请各位领导、专家和读者批评
指正。

乐至县林业局局长 欧阳明

二oO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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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用翔实可靠的资料，记述乐至林业发展的历史

和现状，力图把《林业志》编成思想性、资料性统一的部门志，

以期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首列概述、大事记，综合反映乐至林业全貌、发

展简况和重大活动，再置8章22节，约1 5万余字。

三、本志以章、节、目为层次，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

横为主。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图表附于各章节之中，‘力求统领合理，}}j属得当，条理清楚，层

次分明。

四、本志按照“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从事物

发生、发展、依时记述，力求悉源流、通变化、明因果。突出行

业、时代和地方特点，反映其发展规律。

五、本志断限，总体上自1986年，下自2005年。根据实

际需要，上限略有延伸，以便追本求源。

六、本志历史记年中，一律沿历史通称，地理名称、职务

亦同。人物直书姓名，不加褒贬之词。

全志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川省委、内江、资阳

市委卜乐至县委’’，简称“中央”、“省委’’、“市委’’、“县委’’；“中

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内江、资阳市、乐至县”简称“中国”、

“省”、“市"、“县”。

七、本志除引用原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力求严谨、朴

实、简洁、流畅。

八、本志度量衡采用公制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纪年一律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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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欧阳明

团结奋进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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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l

概 述

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浅丘地貌，居沱、涪二江分水岭上，

幅员面积1424．52km2，辖1 8镇、7乡、609村、6537村民小组、

14居委会、86．8万人。林业局机关内设办公室、林政资源股、

造林站、公安科，在职职工49人。局下辖基层林业站25个，有

职工69个。2005年县林业用地面积70．08万亩，其中用材林16

万亩，防护林32．33万亩，经济林12．10万亩，竹林9．64万亩，

特种用途林78亩。森林覆盖率为32．80％，超过了省绿化条例规

定的25％的标准，成为全国绿化先进县。活立木总蓄积150万

m3，其中个人所有149．6万m3，占99．8％，集体所有568m3，国

有286m3。

县属盆地丘陵植被区，原生植物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

期遭人为破坏严重，现有林分基本是人工次生林，主要树种中用

材林有：柏树、香樟、千文、火炬树、楠木、桉树、榆树、杨树、

四季树、泡桐、黄桷树、麻柳、相思树、苦楝、青杠、洋槐、黄

檀、夜合等。经济林有：油樟、油桐、乌桕、’青花椒、核桃、板

粟、梨枣、桑、水密桃、梨、甜柿、枇杷、柠檬、’柑桔、脐橙、

葡萄、樱桃、柚子、杜仲、黄柏、木瓜、桅子、棕榈等。薪炭林

有：马桑、黄荆、八角枫、悬勾子、蔷薇、女贞、麻栎、刺槐等。

草本类有：铁芝麻、蕨类、芭茅、茅草、禾草、黑麦草、苇状羊

茅、紫花苜蓿、菊类等。竹类有：慈竹、黄竹、麻竹、斑竹、水

竹、杂交竹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委、县政府重视造林绿化，向省政府

写出保证书，从1986年至1990年，全县宜林地全面完成绿化任

务并达标。县政府与各区、区与各乡层层签订责任书，实行奖惩，

并把造林任务的完成情况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各级召开动员

会，充分发动群众，人人上山植树，实行包栽植、包管护、包成

活、包成林的办法限期完成。通过几年努力，至1989年，全县



造林总面积达到55万余亩，森林覆盖率上升到22．1％。1990年，

县抓住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大好时机，积极争取国家投资，至

1995年，全县造林面积达到61．6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8．11％，

被中央绿化委员会授予“造林绿化先进县”称号。2001年，县

争取到国家退耕还林工程项目，25个乡镇进行退耕还林工程建

设10．8万亩，至2005年全县林地总面积增加到70．8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到32．8％，成为川中生态型强县。

在林政资源管理上，开展林业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广大干

部群众自觉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建立乡村护林网

络，做到栽树有人问，护树有人管，损毁有人查，切实保护好林

木；坚持砍伐树木审批办证制度，实行采伐限额，查处违法案件，

打击犯罪分子，有力保护森林资源。

在林业科技推广应用上，广大科技人员刻苦钻研，先后研

究出裸露石骨子地马桑造林技术、桤柏混交造林技术、马桑蚕开

发利用技术、油桃丰产技术、柏毛虫综合防治技术等，为乐至林

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并获得国家、省、市多次奖励。

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经多年宣传有关防火知识，群众防

火意识得到提高。30，年县无森林火灾，被省评为护林防火先进

县：

县加强执法．，打击乱捕乱猎野生动物，查处违法案件数百

起，罚款100多万元，处罚400余人，有力保护了野生动物。

／|Il中绿色明珠，帅乡生态家园。乐至绿化全国闻名，在县

委、县政府的重视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乐至林业人继续奋

斗，实现“川中生态型经济强县’’的目标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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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记

1 986年

1月14日至1 8日，内江市委、市政府林业工作会议在乐至

召开。副市长罗开忠作大会报告。17日市委书记付运鸿作大会

总结。

1月20日，乐府发[1986]14号文件通知“建立乐至县蚕

桑服务中心和乐至县蚕桑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员，其工

作人员在林业局内调剂解决。"

4月初，由副县长王隆英负责，林业局抽调干部、林业员

109人，并雇请临时工70人组成绿化验收工作队，逐组、逐户、

逐埂按植树要求进行栽满补齐标准查验。

6月25日，由内江市林业局调研员朱祥、副局长陈涛率领

市、县城建、水电、交通、林业局、园林所等有关单位计116

人组成绿化栽植验收工作团，在太极、牌楼、天池镇进行验收

试点。

8月底，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县有关部门和林业局汇同基层

干部深入到村、组宣传动员群众。坡度在25度以上的陡斜瘦薄

土退耕还林，植树种草，保持水土。

9月，红鞍乡1985年引种的42亩黄花菜经加工投入市场，

平均年亩产干花50余斤，亩产值达125元。

11月14日，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林业厅联合以川林公

(1986]66号文件通知乐至县组建林业公安科，配干警三人。
干警的政治、经济待遇与同级公安干警同。

11月18日至23日，省绿委派崔震、吴春燕汇同内江市副

市长罗开忠率领的市绿化栽植验收工作团，抽签验收了三星、

永和、高寺、高丰、中兴和天池镇西、北街。全县绿化栽满程

度为99．8％。

1 987年

4月5日，林业厅公布由省政府批准的Ⅸ四川省林木采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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