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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地方志可公开出版和云南省林业厅1990年

4月全省林业修志工作会议关于三五年内，云南省林业系统要完成一

套系列丛书的精神，经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决定：凡公开出版的

各级林业志书，一律统一封面设计，统一版式、统一申报出版计划．

为此，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于9月11日以云林志办字(1990)第13

号文向各地州市林业局．各林业企事业单位发出《关于出版林业系列

丛书的通知》．此《通知》下发后。各林业单位纷纷报送公开出版志

书的计划． ．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件

服务当代造福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和多种用途的大事，是社会主义两

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但编

修林业志在我省尚属首次，因为古代的志书是。重人文，轻经济”，没

有给林业单独立志．只有在近代志书中，虽有关于森林方面的记述。

也失之简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1982年以来，云南林业系统和

全国一样。开展了修志工作，尤其是1989年3月全省林业系统修志

讲习班以来，全省林业修志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省林业厅承担

了《云南省志》中的《林业志》和《古树名木志》两个分志的任务．

我省各级林业部门也承担了各地州市县地方志中的林业分志或林业篇

章的任务．各林业单位在修志工作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大都在着手

编修林业部门志(或叫林业专志)；省林业厅直属单位，在省厅的统

一部署下，也都开展了部门志的编修。到目前为止，全省林业单位已

编修出林业志初稿130多部，有的已付印成书，但尚属内部印刷，未

能公开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为了保护森林，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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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鹄)为准；动
称一律以《云南省志·动物志》(1989年。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

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准；林学名词一律以《林学名词》

9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为准．

用古资料(历史)时，仍可使用旧称．但须用括号注明规范名

六，审定．志稿审定由各单位自行组织．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可

必要的指导和协助．

七，经费．出版经费由申请出版单位自行筹集。．

八，凡纳入本丛书的林业单位，应按规定报送省林业志编辑办公

以便安排出版事宜． ．

4一

云南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办公室，一

1992年11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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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写史，既是我国历代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求编

写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这正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修志工

作在全国，全省范围广泛深人地展开．全省林业系统也在积极编纂自

己的志书．《云南省志·林业志》从1985年10月开始编纂．即将完

成初稿．下步将要编写云南全省的林业志． ．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历代的志书均没有将林业单

独成志是一憾事．目前．全省各级林业单位都在编纂各级林业志书．

到目前为止．已编出了上百部．《鲁甸县林业志》就是其中的一部，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鲁甸县林业志》从开始编写到完成送审稿，仅用了近两年的时

间，就完成了20万字的林业志稿，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当然，除

了上级的关怀，林业局领导的重视和全县林业职工的支持外，最重要

的是和修志同志竞竞业业，艰苦努力分不开的．我在昭通地区工作过

三十年，我把它视为第二故乡，我的足迹也遍布鲁甸县各乡镇，那里

山好，水好，人民好，是我终身难忘的地方，现在能看到这样一本志

书问世，无疑是很高兴的．我还希望全省能有更多林业志书与读者见

面，使它能对林业事业的发展起极大的作用。

我初读了这本志书，认为基本做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合符

志体、文字通畅、写出了鲁甸林业近几十年历史．它的编纂发行，将

对鲁甸县林业发展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为此，我应《鲁甸县林业志》编写组的要求，写了这篇序，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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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写志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感谢，=是衷心祝愿鲁甸县青山长在，

水长流，六畜兴旺，五谷丰收，人民幸福!
’

彩
．

’

，

1990年4月13日

r李贮系云南省林业厅厅长J



》更是前无古人．我局遵

工作，责任重大，义不容

除直接提供木材和林副产

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

种社会效益。

人民有那些贡献，林业的

为多数人所认识．。，

现状，阐述林业的作用与

地位，使人们可以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从中了解林业与农业、畜牧

业及人们生活和其它事业发展的关系，从而达到“资治、教化．存史”

的作用．因此，编纂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的《林业

志》的确是荫及子孙，服务当代的一件大事． ，

一

．‘ ，鲁甸人民历来喜植好护，清乾隆年间，乐马银厂大旺之时，从湖
’

南引植桂花树5株，历尽沧桑，至今所余3株，枝叶茂盛花开飘香．

同期从昆明引进昆檬，于曲靖引种银杏，日本引来的三合柏也相继在

【；· 鲁甸落户．这些都是我县境内不可多得的古树；乐红的铁杉、黄杉

A
二

林，文昌宫的大柳杉，铁厂火草地的应春花，都是我县境内稀有的古

．、矗； 树；小寨的黄梨，乐红的细木黄果、梭山的花椒，文屏坝子的苹果。

部分乡村的核桃、油桐、板栗都是我县远近驰名的．这些都值得大书

。 一笔。 ， ：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下，为使鲁甸荒山

披绿，浊水变清，全县人民40多年来展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和爱林
“ 一7一

H



护林运动．1973年和1975年飞播的大片云南松林。现已郁闭成林．

但由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左的路线干扰，法制不缝

全．宣传教育不够．使森林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重破坏，加之人口不

断增多，人均土地相对减少．缺柴少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为将这些

事实．经验，教训载入史册，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县志

办的帮助指导下，我局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人员，通过各种途径．

广泛收集，考证资料，在资料翔实可靠的基础上，进行全书的编纂工
· 作．

-在整个林业志的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做到能反映我县林业

事业的历史事实，写成一部具有新观点，新特色的志书． ．

’

。

：《鲁甸县林业志》能够编写出来，与担任编纂工作的同志们的积

极工作、刻苦努力、认真求实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并得到县志办和有

关单位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同时得到在林业战线上奋斗多年现已退休

的老同志．以及现在在林业战线上的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

为《鲁甸县林业志》付出幸勤劳动和热情支持的同志们表示真诚的谢

意． ，

。

《鲁甸县林业志》反映了鲁甸林业近一个世纪的概貌，我们力求

全面．‘准确地记述森林资源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兴衰起伏过程，力求做

到资料性与科学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但鉴于我县历史上无《林业

志》，林业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加之水平有限，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

本志书，，错误和缺漏之处一定很多，敬蒋批评指正．
、

‘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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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30日

r姒官福系鲁句县林业局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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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移山之力，众志成城。鲁邑之

洋洋数百万言，其间甘苦，自不待

总纂委员会委托，总纂室配合部门

并将专志纳人。鲁甸县地方志丛

书”，以经世致用。县志副主编晏权，与各专志编修

部门反复切磋，。十年·剑”，各分志将陆续刊印，令

人欣慰。倡导，．主持、实施这项千秋伟业的人们，

必将业垂青史，功德无量。特以陋文，彰昭读者。

《莩蓦萎喜≥圭霍 邬永飞
鲁甸县志办主任

⋯’’

1992年春

．tL I?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反映鲁甸县林业事业的兴衰起伏，记述其发展

变化．
、

。

． 1．本志定名《鲁甸县林业志》。编为云南省林业志丛书之二，鲁

甸县地方志丛书之三，独立成书． 、

2，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记。志、

传、录为主，表，图穿插于各有关章节中．

·3、撰写方法用记述体和记事本末体．注重体现专业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
’

4、人志人物的政治历史结论，以组织所作正式结论为准．

5、本志中的人物，除职务和职称外，名字后面不带称谓。 ·

6，志中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主，统计部门没有或不详的以‘

林业部门掌握的为主．
’

．

．
．

7、志中所用资料来源于省、地档案馆、图书馆、县档案馆，县

‘统计局、省地县林业厅(局)、县检察院、法院等单位，在记述中不

具体注明出处．

8、地名和机构名称接当时的提法写．

9、1958年至1962年并人昭通县期间，除少数涉及的外，不作

系统记述．

10、记述时间顺序。由远及近，详今略古，以今为主．

1l。本志上限时间至清乾隆年间，下限时间至1990年末．任职

人员截至定稿前。

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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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滇东北昭通地区西南部．东连贵州省威宁县；北部、

东北部与昭通市接壤；南部和西部与会泽县、巧家县以牛拦江为界．

全境介于东经103。09 7～103。40 7，北纬26。59 7～27。32 7之

间．全县总面积1487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335887亩，林地面积

909631．5亩。按1990年末统计，森林面积214141亩，森林覆盖率

9．6％，总人口为303965人． 一
．

县人民政府设在文屏镇。辖14个乡镇，有82个村公所(办事

处)，520个村民委员会，1641个村民小组．

县城文屏镇距昭通行署所在地27公里，距省会昆明447公里．

鲁甸昔称小乌蒙(昭通称乌蒙)．原系彝族聚居地．鲁甸为彝语

地名，鲁(诺)，彝语的称谓，甸(迪)，平地、水草坝子．

古代，境内有朱提山，因产善银得名，称朱提银．汉武帝建元六

年(公元前135年)属朱提县地．西汉至隋代为朱提县地。唐宋为乌

蒙部地．元属乌蒙路地．明属四川军民府．清雍正五年(1727)改隶

云。南九年(1731年)置鲁甸厅．民国2年(1913)改厅为县。1950

年属昭通专员公署(后称昭通地区行政公署)．1958年11月并人昭

通县．1962年10月恢复鲁甸县建制．

·牛拦江绕本县南部和西部出境，乌蒙山。五莲峰山跨人境内，有

五河(嘟噜河、沙坝河、龙泉河、龙树河、黑石河)、四个夷平面

(鲁甸坝子、龙树坝子，大水井、火德红岩溶高原，水磨缓坡)．山峦

重迭、沟深谷峡、山高坡陡、地形复杂。海拔最高处在境内五莲峰顶

部一一梭山乡黑寨村孔家丫口干沟粱子，为3356米；海拨最低点在

梭山乡甘田村牛拦江出境处一一青岗坪，56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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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属暖温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干湿分明，冬

无严寒，‘夏壳酷署．年平均气温12．2E．平均降雨量702．8—1251．4

毫米之间．全年无霜期220天．·最冷1月．最热7月，最高温度(极

端)33℃，最低温度(极端)j‘11．5℃．气温年较差7．7℃．干季日较

差大．雨季日较差小．。立体气候”十分明显．

全县耕地中共有9个土类，14个亚类，35个土属，85个土种，

多为红壤，黄壤。黄棕壤、棕壤和石灰(岩)土．此环境适宜各类林

木的生长． ：
‘

鲁甸历史上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森林茂密．野生动物繁多，曾居

昭通地区第2位．是昭通、鲁甸，会泽三县的用材林基地县之一．民

国26年(1937)，有林地723259亩．其中森林面积447852亩(包括

2万亩天然林)．1951年有林地713760亩，森林覆盖率32．39％．其

中用材林606697亩。且成材林多，经济林57100亩，灌木林49963

亩．鲁甸核桃、苹果。乐红的细木黄果、小寨黄梨、樱桃，梭山花椒

和小寨、火德红，大水井、龙头山，翠屏、乐红、，梭山的油桐，乐

红、梭山的虫蜡，都是远近驰名，享有盛誉，销往省内外．桐油主要

销往上海等省市． 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时期，开始组织起来的农

民，依靠互助合作的力量进行造林，护林．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

有”的造林方针，人民政府积极支持帮助f采取贷籽造林等多种形式

发展造林． 。

·
一

1956年实现合作化，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林业的发展．全县

各族人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绿化祖国”，掀起造林的热潮，涌

现了一些先进集体和个人，造林工作深入人心，显示了依靠集体发展

林业的优越性．当年，县林业工作站成立．

1958年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中．出现。一平

二调”的。共产风”，山林权属不分，没有区域界线，森林采伐失控，

到处乱砍滥伐，森林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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