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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县林业志》；这项艰巨的前人没有完成的工程，经编纂人员的

辛勤笔耕，现在与读者见面了，值得欣喜与祝贺!它不仅填补了县内历

史上的空白，也展现了天柱林业建设的里程碑。 ．

纵观古今，国有国史，县有县志，而部门编修专志，唯今有之，这

对资治、存史、教化诸方面，将产生应有的作用，推动天柱林业建设不

断向前发展。． +

志书收录了从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1990年止的林业资料，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时期天柱县林

业发展的兴衰、起落。尤其较详尽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天

柱林业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教训，为天柱县今后林业的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借鉴。‘

天柱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年平均气温16．1。C，降水

量1280毫米。土壤母质较好，全县80％左右的土壤，发育于板溪群板岩

上，形成中层和厚层的黄壤、红壤、黄红壤、水化黄红壤。这些土壤，保

水保肥力强，渗透性好，有机质含量较高，适宜于杉、松、樟、楠、柑

桔、油桐、油茶等各种林木的快速生长，被誉为林木生长的“黄金地

段”。闻名全国的“七年杉”、“八年杉"、“十八年杉"就产于此。

志书翔实地记述和介绍了天柱县的森林、土壤、水源、交通、气候、

劳力、科技等资料，为今后林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集约经营，提供

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柱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认真贯彻执行了林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

林；大力兴办国营、集体、联户林场，从1951年到1990年，共造林168

万多亩，为国家提供建设用材218万多立方米；上交国家税、利4890多

万元，占县级财政同期总收入的36．55％，有力地支持了天柱县各项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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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山川秀丽，土地肥沃，雨热同季，人民勤劳，资源丰富，是黔

东南东部的一块宝地。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这块宝地上，耕耘

繁衍，建设家园，培育了数以万计的林木瑰宝，尤以清水江沿岸所产的

“苗杉”(即杉木)，更为世人所瞩目。早在十六世纪中叶，明王朝就派官

员，溯沅江而上，进入清水江采办“皇木’’。清代至民国时期，我县的杉

木、桐油、生漆等特产，远销湖南、湖北、武汉、两广(广东、广西)、

南京一带，质量上乘，誉满神州，创建了林业史上的光辉业绩。可是天

柱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建县至今，近400年历史，对林业资

料，尚无全面记载。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我县人变、地

变、山在变，林业建设，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

为填补空白，反映历史，讴歌广大林农创建家园的功德，记录解放

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局于

1986年秋，就成立天柱县林业志编纂委员会，明确领导班子，抽调和聘

请人员，投入编修林业专志一书，以传千秋。由于中途县局领导班子调

整，编写人员缺乏经验，延缓了三年半编写工作。1989年5月至1990年

5月，县局为完成专志任务，重整旗鼓，另抽和聘请人员，从事收集资料

和编写专志的工作。这次抽调和聘请的人员，吸取前段教训，以爱家乡、

爱林业的奉献精神，仅用两年多时间，共查阅档案629卷，新旧志书18

卷，其他书刊、著作‘杂志60余册，收录摘抄资料300多万字。经核查

筛选，奋力笔耕，《天柱县林业志》，已于1993年脱稿，并经内部职工评

议，核对事实，提出部分修改意见后，接着邀请省、州、县各级领导、专

家、学者及修志同仁评审，再次提出补充修改意见，经过编写人员补充、

修改，现已定稿出版。

编写林业专志，在天柱还是第一次，它的出版，是天柱县林业史上

的一件大喜事，值得欣慰与祝贺!这本志书，详细总结了天柱林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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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真实地记述了林业的重大成果和经验教训。它将服务于当代，惠

，及于子孙，进一步启迪全县各族人民，加深对林业建设的认识，推动广

大林农走坐山吃山，吃山必须养山，兴林致富奔小康之路。

‘ 值此《天柱县林业志》出版之际，谨向为林业志精心笔耕的编写人

员j省、州、县领导、专家、学者及修志同仁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指导，

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4——

天柱县林业局局长

王先游

1 99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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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祖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综合国

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国内政治稳定，各民族团结，城乡人民生活改

善，市场繁荣，堪称盛世。《天柱县林业志》欣逢此时编纂成书，深感荣

幸。

我县《林业志》的编写，是在《州林业志》编纂领导小组的指导和

《天柱县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历时八载，借各家修志之长，览600余

卷档案，广收博采300余万字资料，经五改篇目，三易其稿，浓缩精炼，

功到书成。其中主要章节6万余字被收进《天柱县志·林业篇》。

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纪实求真"的原则，反映了(公元1514,--．

1990年)476年来，天柱林业历史的基本轮廓。以森林资源、培育、管

理、林区建设，林业教育、科研，林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为主线，记

述了天柱县林业的变化和发展。本志取材翔实，内容丰富，叙述得体，纵

不断线，横不漏项，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是我县林业史上一部可贵的

文献。《县林业志》的问世，将对天柱县林业部门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森林是人类生存的重要依托和国家建设的重要物资，从统治阶级到

普通百姓，都把森林视为“摇钱树”，历来为之争夺不已。《县林业志》以

较长的篇幅突出反映了天柱各族人民兴办国有、集体、联户、个体林场， ‘

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的特色。展现了山区人民治山造林，绿化国土，美

化家园，造福于子孙的气概，并以典型的事例揭露了个别干部毁林被囚

的教训；同时也记述了年仅23岁的优秀共产党员，为保卫国有森林被盗‘

木罪犯杀害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

本志从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揭示了林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互为作

用的规律。建国前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豪门大户、资本家、木商，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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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山林土地，贫民百姓，山林土地很少，因生活所迫，逼着为豪门耕

山种树，受到残酷的剥削，坐山不能“吃山”，耕山不能致富，广大林农

造林种树的积极性受到制约，历代官府发布造林、种树文告，收效甚微。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将

山林田土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大面积的荒山和部分森林收归国有，

由国家经营。从此，调动了国营、集体职工、林农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林

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政策顺应

民心，给林区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开展了林业“三定”，发放造林育林钱粮补助、贷款扶持等

措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广大林区

出现了林茂粮丰的大好局面。本志阐述的两种不同所有制带来的两种生

产关系和两种不同的效果，为后人留下了有益的教诲。

在林产品和木材生产流通领域，本志从个体经济、计划经济到市场

经济的走向作了表述。建国前，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林产品、木材由

个体经营，少数人发财获利；建国后，对个体工商业者实行利用、限制、

改造的政策，木材由国家经营，进行过统购统销，所获利益用于国家和

人民大众的建设，使我县的溪河整治，林区公路，林业基本建设，速生

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等都得到了很大发展。1985年，国家对集体林区取

销木材统购，实行议购议销，林产品及木材生产经营、流通、消费等环

节，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林农在林产品经营活动中，得到更多

的实惠。林业生产建设，成效更加卓著。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独

家经营的流通体制即将消失，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正在推行。全体职

工面对林业工作的严峻形势，务必顺应改革新潮流，着眼未来的伟大事

业，积极投身于绿化祖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天柱县林业志》的编纂，主要是由几位长期在林业战线上工作的在

职和退休干部编撰完成。他们在编写过程中，废寝忘食，耗费了极大精

力，付出了艰辛劳动，表现出严谨作风，发扬了求实精神，克服了诸多

困难。特向他们表示敬意!州、县地方志的领导，有关部门的学者，林

业战线上的诸多老同志，给予《天柱县林业志》的极大关怀和支持，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纂《天柱县林业志》的主持领导，从开始修志之日至今已三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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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林业局领导班子。但编纂任务均由每届任职的领导班子所主持，历届

正副局长为顾问，同谋共计，完成《天柱县林业志》编纂的千秋伟业。在

此，我代表全体编纂领导成员，谨向全体林业职工致崇高的敬意!

《天柱县林业志》的编写，虽竭尽全力，恪守职责，由于我们没有修

志经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天柱县林业局局长、林业工程师

刘荣模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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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名为《天柱县林业志》，由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

计13章、64节、220个目、310个子目及附录、编后记组成。

二、全书分门别类，横排竖写，以类叙事，用章统节，以节统目，必

要时列子目。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

地记述天柱县林业的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书写，以述、记、志、传、图、表、照。

录形式表述。力求资料性、科学性、社会性相统一，起到资治、存史、教

化和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五、本志使用1986年10月和1988年3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及新闻出版署发布收录的简化汉字。

六、本志详今略古，侧重近代，立足当代，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亦称解放后，下同)，特别是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

得的成就。

七、称谓：各朝代政权、职官沿用历史称谓，记述人物直呼其名，不

冠以褒贬。地名按《天柱县地名志》为准，古地名加注今名。历史纪年，

按当时朝代称谓书写，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解放后，均用公元纪年。农

． 村政权称谓，1958年10月前，县以下称区、乡、村、组；1958年11月

至1984年3月，改区、乡为公社、管理区，村、组为生产大队、生产队；

1984年4月，复称区、乡(镇)、村、组；社、队林场亦称乡、村或联户

林场。书中用的“50”、“60"、“70"、“80’’、“90"年代：均指20世纪。

解放前，指天柱县1949年11月3日以前。

八、时限：上朔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记有林业史料起，．下

、 至公元1990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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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计量：解放前，以当时计量为准；解放后，长度以米、厘米、公

里为主，个别地方用尺、丈。面积以亩为主，有的地方，沿用平方公里、

平方米、公顷。体积用立方米。重量以公斤、克为主，个别地方用斤和

担。货币用元、角、分；银子沿用两和钱。热量用千卡。 ，

十、数字：二位数或多位数、百分比、千分比、公元纪年，均用阿

拉伯字写，大于用“>”、小于用“<"为代号。木材单材积，用到小数

点第四位数。
。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州、县历史档案、部门档案，旧志、史

书、专著，社会调查及访问的口碑。所有数据，以统计局数据为准，统

计局数据与部门数据有矛盾的，以部门数据为准。历史重要古碑、林业

文献载入附录。
‘

十二、大事记按年月顺序排列，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记述县内林业

上的重大事件。

十三、本志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于在林业上有过贡献者，采取

以事系人方式，列入各章节叙述；对于获省以上的英雄模范人物，离开

人世者，立传记载；获县以上先进单位和州以上先进个人，列表于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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