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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森林是人类生存的依托，是地球生态系统中起主要作用的因

子之一。自从有了森林，在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它孜孜不倦地哺

育着生命。它向人类社会输送文明，伴随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同时，又无私地向人类奉献自身——木材和各种林副产品。为人
类创造了美好的生活空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阻挡风

沙、抵御干热气流i防止土壤沙漠化，为人类营造一个又一个绿洲。

在伊犁55665．46平方的土地上，绿色森林三面环抱，谷、州、

平原地区森林带连着网，网中又有片，绿意盎然，勃勃生机。至95

年底，全区有森林面积461567．8公顷，四旁树2192．3万株，苗圃

442公顷，活立木蓄积6289万立方米。全区森林覆盖率为6．6％。

伊犁森林资源在全疆中属丰富区，但和全国相比只有它的平均数

的47．1％，仍属于少林区之列。伊犁处于干旱的内陆气候控制

下，恶劣的气候条件，脆弱的森林生态，抑制了伊犁社会经济发展

的步伐。：因此，加强现有森林资源的保护，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充

分动员全民参与义务植树，扩大森林面积是伊犁人的重大战略方

针。从七十年代后两年以来，林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及一

百八十多万军民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伊犁农区的林业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至92年除高寒的昭苏牧区外，其他的有六县一市通过

农区基本实现农田林网化的验收，察布查尔县大河灌区也通过了

验收工作。伊宁市于95年通过了绿化达标的验收，成为北疆片实

现绿化达标的带头兵。

伊犁林业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它仍未能促进伊犁生态实现

良性循环，在迈向2l世纪之际，加大护林力度，加快植树造林，力

争在世纪交替之时实现伊犁地区绿化达标。与此同时要调整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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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实现林业生产的转机。开发和发展逆温带经济林，改造

劣质低产的经济果园。抓紧抓好经济林的基础工作，建立名、特、

优果树采穗圃，狠抓果苗基地建设，重扬伊犁瓜果之乡的声誉。开

展多种经营，拓宽林业生产发展的路子，推进伊犁林业更快地绿起

来，富起来。 ．

为了使伊犁林业向更深层次发展，我们组织了有关林业工作

者，在地委史志办的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深入采访调查，收

集大量的史料，编纂了伊犁地区林业志。全书资料翔实，语言、表、

图并茂，具有较强的史料性、知识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各

界人士了解林业，增加林业知识都有较好帮助。对林业系统的干

部职工从事林业生产，制定发展规划都有很好的学习借鉴作用。

魏高基

二oo一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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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编纂伊犁地区林业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编写，对事、对人作公证评述，

是为人民服务，为四化服务。

2、编纂林业志的方法：采用林业各专业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

相结合的方法。聘请各有关方面同志纂写，然后组织部分人士集

中力量进行修改，多次反复征求著名人士和知情者的意见，集众人

智慧纂写而成。

3、林业志和大事记编写追朔到1115年开始，截止到1995年

底。

4、伊犁地区林业志是第一次编纂，力求尊重历史事实，用新的

方法、观点和新材料写成，服务于新时代、新事业。

5、林业志和大事记编写的各部分，根据各有关部门审定认可

的或宣考有据则写，资料来源不详、查无实据或可靠性差则不用。

林业志系全面综合记载我区林业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记述，

一般不作评述。

6、林业志和大事记主要纂写范围是基本情况、森林资源基本

情况、伊犁森林的历史演变、主要组成树种、林木种苗、造林绿化、

林业科技、资源林政管理、森林资源保护(森林病虫鼠害防治、护林

防火、林业公安、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林业区划、规划及调

查、古树名木、林业经济、林业机构和人物志。大事记中领导第一

任者辑录，副处级以下者一律不收录。

7、林业志编写章节分明，分为章节、一、1、——标明为顺序。

8、林业志使用地图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供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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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后缩小复印而成。本志共有图1幅，名类表有45张。

9、林业志内使用单位：统一为公顷、元、株、立方米、公斤、森林

复盖率(％)、防治率(％)、检疫率(％)。．

10、林业志和大事记的资料来源：从林业厅《大事记》、《科技

志》，州档案馆档案、州林业局大事记、林业处档案，各县林业区划

资料，部分数据来源于新疆森林资源汇编(1992年)和平原森林资

源二类调查等有关资料摘录纂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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