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僳

治傈

州族

柿
业
-t-

J世I

编

云南民族出版衬

⑦H}{N—HZ—HrI≥o王_王N@H王NdHN卜HZ∽≥∽H一卜≥苫厂13Z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局

怒江



云南省林业志丛书之+九

怒江傈傈族自治州林业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局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

编纂领导小组

组{囊：和珍贤唐水静

副组长：李茂来白云勇 李建华

组 员：章士龙何永全高凤生
吴幼仙和陆堂 罗永辟

赵瑞金乔光保黎绍功

， 编辑人员

主 编：何永全

副主编：李香发

编 辑：何永全赵瑞金李香发章士龙

审 稿：唐水静

终审 李荣高

。收集资料人员
李香发章士龙赵瑞金

何永全和耀光

摄 影；赵瑞金闽光汉和耀南李香发
杨森李教生祝发勇 徐志辉

邓铭史
。

校对：何永全



’

编纂领导小组

组{囊：和珍贤唐水静

副组长：李茂来白云勇 李建华

组 员：章士龙何永全高凤生
吴幼仙和陆堂 罗永辟

赵瑞金乔光保黎绍功

， 编辑人员

主 编：何永全

副主编：李香发

编 辑：何永全赵瑞金李香发章士龙

审 稿：唐水静

终审 李荣高

。收集资料人员
李香发章士龙赵瑞金

何永全和耀光

摄 影；赵瑞金闽光汉和耀南李香发
杨森李教生祝发勇 徐志辉

邓铭史
。

校对：何永全



’

编纂领导小组

组{囊：和珍贤唐水静

副组长：李茂来白云勇 李建华

组 员：章士龙何永全高凤生
吴幼仙和陆堂 罗永辟

赵瑞金乔光保黎绍功

， 编辑人员

主 编：何永全

副主编：李香发

编 辑：何永全赵瑞金李香发章士龙

审 稿：唐水静

终审 李荣高

。收集资料人员
李香发章士龙赵瑞金

何永全和耀光

摄 影；赵瑞金闽光汉和耀南李香发
杨森李教生祝发勇 徐志辉

邓铭史
。

校对：何永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局局长和珍贤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志》现在问世了，我满怀喜悦的心

情表示祝贺I并向为编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

谢和敬意!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志》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记述

了我州林业的发展状况，它既是一部很好的史料书，又是一本

总结坚持改革开放发展林业的经验、吸取教训、振兴林业的工

作指南。是有史以来，怒江第一部林业志书。它的问世，为我

州地方志丛书增添了新的一章。

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保障人类生活环境，保障农牧

业生产的基础。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

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州各族人民治穷致富的一大潜在优势产业，

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关系到千秋万代有一个美好的劳动和生

活环境的伟大事业。 ，

40多年来，全州林业走的是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从怒江的实

际出发制定了“以林为主，林粮牧药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认

真贯彻执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完成了林业

“三定”和“两山”责任制的工作，把经济林木承包到户经营，

认真贯彻落实了党的各项林业政策，“以林为主，林粮牧药全面

发展”的生产方针逐步得到了实施。近10年来，全州林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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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发展。实践证明，林业的发展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方针和

政策，各级领导的重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支林业科

技队伍，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要使我州三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常绿，必须坚持

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开展规模人工造林，保证造林质量，造

一片成林一片，管护一片。任届有期，事业无限。应当坚持行

政首长一届接一届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办好样板，发挥示范作

用，以保护现有森林资源为主，加强经济果未林基地的建设，逐

步满足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互促进的效果。

怒江要发展，经济要振兴，出路何在?没有别的，只能是

山．为此，应进一步坚持贯彻。以林为主，林粮牧药全面发

展”的生产方针，抓好伟大的绿色事业l鉴于历史的经验，统

观全局和现实可能，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方能

兴林。这是发展林业的根本，有了这“三靠”林业就会兴旺发

达。靠政策，就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林业政策，坚持依法

治林，深化林业体制改革，总结“三定”、。两山”以来的各项

林业政策和法规的实践经验，认真稳定和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

理顺流通渠道，调动人民群众爱林、护林和造林积极性，靠科

学，首先就是要注重林业科技队伍的不断培养壮大，适应现代

林业生产的发展。根据森林生态学和林业经济学的科学原理，搞

好科学营适、科学管护、科学利用。特别是要从我州立体气侯．

的特点出发，科学选育良种，引进优良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加以

推广，科学勘测设计，使用材林、薪炭林、水源林、风景林、防

护林和经济果木林，合理布局，有机结合，协调发展。还要在

防火、防虫、防病上下功夫．在集约经营，综合利用，加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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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上做文章。逐步把林业的营造，管护、加工引上规范化、科

学化的轨道；靠投入，就是各级财政要把对林业的投入纳入预

算，根据财政经济的逐步好转，对林业生产应逐步增加投入，改

变对林业多取少投的状况．目前我州森工企业每年上交财政各

种税利达一千多万元，1988年占财政总收入的48．1％。但是

1985年以来财政对林业生产的投资很少。应当坚持取之于林，

用之于林的原则i国家、集体、个人都应在资金、劳力上增加

投入，使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不断增大林业发展资金，改

善林业基础设施，全面发展林业生产。

近几年来，全州广大干部群众在不断实践中，总结推广了

一整套振兴林业的好经验。培育森林是扩大资源的主要产业之

一，是解决能源紧张的重要途径，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

依托，也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要实现森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兼顾，就是要走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路，实行林副

结合．林牧结合，林药结合等等。

我们要继续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战胜各种困难，更好地

开拓绿色事业。只要不断注意总结经验，健全和完善林业生产

责任制，就一定能不断地创造出更好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依

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坚持走

林、工、商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森林生态效苴、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并重。通过长期的努力，僳州大地一定会更加

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有个美好的生态环境，林业将会更加兴

旺发达．

回顾过去，欣心鼓舞，展望未来，前途光芒，三江风光无

限好，鉴往知今谱新章1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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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局局长唐水静
●

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祝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

志》的问世。在此向从事志书的收集、整理、编篡的同志们表

示衷心感谢和敬意!
’ ’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志》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记述

了我州林业发展状况，它的问世对振兴怒江林业将发挥重要作

用。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是人类的摇篮，是

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它具有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是对处在特定地理位置的怒江各族人

民的生存、生产、生活更为重要。人类要经过依存于森林，大

量采伐破坏和发展保护合理利用的三个阶段。怒江州山高坡陡，

人口猛增，过量垦植，生态越来越恶化，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

命、财产。发展林业，兴办绿色产业，搞好绿化，创造一个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怒江各族人民长期生存之需要，是经济发展和

脱贫致富之需要。也是摆在全州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面

前的艰巨任务，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40多年来，我州林业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全州各

族人民在保护好原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大搞植树造林，种植经

济林木，绿化荒山，为全州人民群众的生存，脱贫致富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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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邓小平同志的南巡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更加

鼓舞了我州加快林业发展的步伐。州委、州政府提出了。开发

东西两翼，带动中间一线”的经济发展战略。到2000年新发展

经济林、茶果林、用材林、新炭林、水土保持林、草山等80万

亩，实现消灭荒山的奋斗目标。到那时既是怒江山青水秀之时，

也是怒江人民脱贫致富之日。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前途无限光明，但任重而道远，让

我们全体林业职工和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一道，为发展林业，兴

办绿色产业，绿化傈州作出新的贡献!

原傈州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_—_

凡 饲

凡 例

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志>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如实记述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林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全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各体，按章、节、目

排列，详近略远记述．

三、记述年代，绝大部分上限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起，

有些事件上溯到清朝，下迄1991年，大事记和个别事件延伸至

志书脱稿之时。

四、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用汉字。民国用阿拉伯数字，夹

注公元纪年，1949年起直写阿拉伯数字。志书中50年代、60年

代、70年代、80年代均指20世纪。

五、统计数字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统计局数据为准，统计

局没有的，则采用有关部门数据并注明出处。

六、地名和单位名称一般按当时历史习惯称呼记述，为方

便读者采用夹注今名，如：上帕设治局(今福贡县)，原来的区、

乡、村夹注现在的乡(镇)村、社等。

七、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采用简称。如：

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简称“森林资源调查”，稳定山林权属，划

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简称。林业三定”。

八、人物的记述，只在机构一章纪录县林业局以上的负责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人。先进单位和个人，只录州以上正式表彰、命名者，其余的
仅以事系人记述。

’

九、书中出现的“州委”、。州党委”均指中国共产党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州政府”、“州人民政府，，均指怒江僳僳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十、志书中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依各时期各地的原样，用
现行国家标准夹注。

十一、志中名词注释采用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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