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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绿委颁发的灭荒奖杯

昔日蓝山．“荟蔚苍翠。浮空如蓝，百里森林，封殖广

远”。建国以来，历届政府．年年植树．发展林业．历史原

因。森林资源．屡遭破坏；山荒岭秃，水土流失。生态失

衡。县委政府．高瞻远瞩。“五十”决定。科学规划。动员

群众。誓灭荒山。全县民众．三十二万，筹资投劳，四载

艰辛，造封并举．管抚结合，层层立状．重奖功臣。植树

造林，二+万亩。封山育林．五十万亩，省级验收．灭荒达

标。特作此记。激励万众。青山常在。德泽后世。

湖南省绿化委员会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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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林业志稿评议会人员合影

＼7蓝山县木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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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洞林场青钱柳 △油茶林

△荆竹林场福建柏 △县苗圃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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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县木材公司集材场



△参建毛主席纪念堂奖状 △实现全面绿化县奖牌

八荆竹林场三亩田电站



序言 ·1·

序 一
黄吴德

在县林业局和林业志编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编纂人

员含辛茹苦、历时三载的潜心编著，一部具有强烈地域专业特点

和时代特征的志书——(蓝山县志·林业志)终于问世了，这是一

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受局领导和编纂领导小组的委托，邀我为这部志书作序。

此时此刻，心情激动，倍感荣幸。然而又觉得离开家乡时间太

长，对家乡情况了解不多，特别是对林业知之更少，感到难以胜

任。但唯念近年在地区经营修志行当；恭蒙志友之诚意，也只好

权书此文，以充为序。
‘

林业，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森

林与农业、水利、交通运输、工矿、旅游、卫生、城市建设等都有着

密切关系，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它作为国土

整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森林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

是无可代替的。不管社会发展的任何时代，森林资源的增长与

破坏，都将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蓝山是个“一分耕地八分山”

的“山国”，久远历史以来，对于林业在蓝山更多方面所起的作用

暂且不说，就旧志所列的蓝山八景，如嶷山远障、东江夕晖、古城

烟树、舜水环带等景点，都无不与这些地方负山环水、深林丛箐

的森林有缘。甚至连今天县名的由来，也与“山国”的森林荟蔚

苍翠、浮空如蓝有关。在此，是否可以这样说，(蓝山县志·林业

志>的出版问世，对于蓝山现在和将来林业事业的发展，都将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这是林业局和林业志编纂

领导小组为蓝山人民做的一件惠及子孙的大好事。

蓝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古就以“此诚天然农林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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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称。早在宋朝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就有“千里枫林烟雨深，无

朝无暮有猿吟”的记载。特别是清朝中叶，蓝山还与省境其它县

地一起，构称湖南民族地区杉木林区，被列为全国著名林区之

一。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蓝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县内的林业得到了更大的发

展，曾经被影坛记者们誉为“天下第一宝地”。不仅新中国成立

前的4．9万公顷宜林荒山已经消灭，而且森林复盖率也由建国

初期37．8％提高到71．4％。由于林业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林

业的产值，增加了财政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带来了生态

的平衡，境内小气候的改善，无霜期的延长，旱季降雨量的增加，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同时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加快

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当然，从记述志书的内容中我们也看到，蓝山林业的发展跟

其它各业的发展一样，在以往走过的途程中，也曾经遇到过曲折

和兴衰，有经验，也有教训。古人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志书中所记载的经验教训和大量的信息资料，

就是往后蓝山林业建设的“信息总库”和“百科全书”。它能为林

业的发展提供确切的“地情”，使之“问津自有籍，得奉为师资”，

“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从而有助于决策者施展雄才大略，

制定切合蓝山实际的林业方针。我深信，这部志书的问世，一定

会在蓝山林业发展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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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申林山

<蓝山县志·林业志>，充分反映蓝山林业历史。古代蓝山人

民‘‘伐木为卢，刳木为舟”，以山地经济为资生大计。千百年来，

勤劳智慧的蓝山人民，培育材质优良的杉木，久负盛名。古代王

朝，采木殿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纪念堂亦采木于蓝山。

1949年，我随军南下，展转蓝山，十几年间，与民勤耕，含辛

茹苦。所育蓝山草木，倍感亲切；山肴野蔌，亦觉味甜；耕耘山

地，建设蓝山，情真意切；植树造林，百里林带，绿染蓝山；森林万

顷，环绕南岭山脉层层山峰。营造杉木速生丰产用材林之多，比

昔日毛俊河上游，“非杉即竹”，林相更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林业经营出现“三转变”，蓝山林业步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新时期，调动群众造林积极性，消灭宜林荒山，建设果园基

地，创建高效林业。<蓝山县志·林业志>对蓝山的自然概况、森

林资源、营林生产、经营管理等进行了全面记述和总结。蓝山建

县二千余年来，林业兴衰起伏基本史实，皆录志书之中。这对保

存蓝山林业历史资料，指导蓝山林业发展，为当代及后世从事林

业工作留下一面镜子。

、蓝山大利在林。蓝山人民要奔小康，优势在山、潜力在山，

希望在山，致富在山。因此，要保护好现有森林，积极营造新林，

扩大后备资源，建立永续经营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蓝山绿化，再上新台阶，将比昔日“浮

空如蓝”而胜于蓝。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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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李道初

蓝山地处湘南边陲，与广东接壤，萌渚岭山系逶迤境内，是

一个“八山半水_分田，半分道路加村庄”的山区县。相传是虞

舜南巡过化之地。中国革命初期，又是红军长征播种之区。这

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从事林业生产的条件优越。

我们的祖先对森林的治理早有建树，如“区禁樵牧，百里森林，封

殖广远”。蓝山素称林木富集之区，森林繁茂之县。蓝山的县

名，也来源于青山绿水与蓝天的自然景观。

蓝山林业，是历代人民生计之本。且森林涵养水源，调节气

候，美化环境，保障农业丰收。民国及其以前，县境的“杉木竹特

产，每年远销湘汉不绝于途”，桐茶油等远销两广而获利。民国

时期的林业收入居全县各业收入第二位。

数千年封建社会，民不聊生，战事连绵，匪患迭起，殃及森

林。加上木材掠夺性经营，正如旧县志所说的“林木丛箐，旦莫

寇伐”，致使近水林区，童山濯濯；偏远之区，林木自生自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林业生产，颁行政

令，制定方针，造管并举，采育结合，积极开发偏远林区，充分利

用森林资源。勤劳勇敢的蓝山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终于

把蓝山初步建设成为林茂粮丰的社会主义新林区。蓝山绿染，

大幅度地提高了林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蓝山县志·林业志>的面世，是在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下，

多方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编纂志书过程中，编辑人员

认真查阅文件，座谈调查，个别访问，搜集、筛选整理、编纂加工。

其间六改篇目，四易其稿。编纂人员寒暑无间，默默耕耘，无私

奉献。(蓝山县志·林业志>是建县两千多年来第一部林业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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