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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党和人民政府对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

区人民十分关心6从解放初起，政府就着力组
织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对灾区人民发放救济，

以耕牛、农具、粮食等物资大力扶持人民群众
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都没有间断。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以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
扶贫工作机构，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活动，
活跃了农村商品经济，加快了贫困地区人民脱

贫致富，走向“小康”生活的步伐。我县新时
期的扶贫工作，自1985年成立“山区办夥(后
改扶贫办、开发办)以来，在上级扶贫部门和

县委、政府领导以及全系统工作人员的努力
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碍可喜鲍成绩。但

我们常常是事情做了就了，很少有机会回过头
来总结、反思，这与当今信息时代、文明时代

形势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为了以文字形式记



下我们扶贫开发创业历史，以承先启后、继往

开来，现在，借全国开展地方志工作，县内各

单位都在编写本部门历史之机，我们和县志办
同志配合协作，编成这本《西林县扶贫经济开

发志》，办一件有意义的实事。
由于扶贫工作涉及面广、工作任务艰巨复

杂，以及机构人员经常更变，许多资料散失等
原因，使这本书的编写存在不少困难，存在不
少缺点。但其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基本上能

反映我们近十年来扶贫经济开发的历史，很有
价值，值得一读。我希望我们从事扶贫工作的

同志以及热情关心扶贫工作的同志，都能认真

地读一读这本书，回顾我们的历史，回忆我们
向荒山进军的战斗情景，以激励斗志。借此出

书之机和值此新年到来之际，我谨向多年来艰

苦战斗在扶贫开发工作岗位上全体同志，向关
心和支持我县扶贫经济开发工作的上级领导、

各单位部门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l

西林县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
黄爱国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序 二

我在县开发办的分工是主管林业开发。这
几年，抓这项工作酸甜苦辣均尝尽，每个林业

项目的开发，从土地勘察、工程预算、资金落
实，到育苗种树、挖防牛壕沟、防火线等，都

得到山上去“蹲"、到工地去“跑"，，不知道
要经过办多少项手续，完成多少道工序。如今

年初到自老林场搞飞播工作，一“蹲”就一个
多月，有时候要在山上睡，送饭到山上吃，日
晒雨淋蚊子咬⋯⋯苦是苦一点了，但每当看到

大地上冒出一片片新绿，看到一个个林场在县
内边远的村寨出现时，心里就乐滋滋的，、得到

安慰。现在，我们进行连片开发的林业基地已

有12个，总开发面积10万亩；其中大小杉木林
场有11个，开发面积共4．3万亩I松木林场1

个，开发面积5．2万亩。此外，还有油桐0．5万
亩。所开发的林业项目个个成功，杉、松、油

桐长势很好，这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将成为全



县产业的支柱，提根治我县贫困的基础设施》
这里面流淌着我湃勤酌蒋琢■砸囊虱丽而西
林县各族人民贡奉的巡礼!

我们做了工作也并不都想数自己的成绩、

讲自己的贡献。但这几年间我们只顾忙碌于山
上，只顾忙碌于具体事务，没有得回过头来总

结做法、经验和教训，这是不符合当今时代的
要求的。现在，全县各单位都在编写自己的历

史，我们也不能例外，借此修志的大好良机，
在县志办公室同志的热情支持协助下，我们编

写了这本《西林县扶贫经济开发志》，用文字
的形式记下我县扶贫经济开发创业史，这是很

有意义的。借此出版这本书的时机，谨向奋斗

在扶贫工作岗位的全体同志，向致力于编写这
本书的人员，对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
衷心的感谢! ．

西林县经济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韩大用

一九女。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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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为部门志书；记述年限上至解放
初期，下至1992年，部分内容延长至1993年上

半年。为了存史，凡有价值豁资料都尽量收集
入志。 ， 甸

二、本志正文设七章19节，为方便读者了

解西林全貌，在志前设“西林概况"，书后设
“资料附录"一章。全书约九万字。·

三、志中使用的各种统计数字，属扶贫经
济开发内容的，以县开发办统计数字为准，其
他按统计局数字为准勺各种产值、收入数字，
均为当年现行价格数。

四，文中的“建国前"、 “建国后”，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J “解放前矽、 “解
放后"，指西林县解放前后。因西林县的解放
时间未确定，据此暂以王950年3其18强西林县

人民政府成立为准。



五、文中简称词说明，： “党’’指中国共产

党；“县委’’、地委、“区党委刀指中国共产
党的县、地区、自治区各级组织r“山区办”
指老、少、边、山、穷地区建设办公室， “开

发办"指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文中的县
委、县政府、公社、大队、小队，乡、镇、村

机构名称，因髓年代而演变，在记述中按当时
称呼使用。

六、本志资料来源，大部分出自经济开发
办公室，此外有统计局、档案馆，县志办等单
位。

七、本书仅作内部资料印刷，不对外销

售，专发给县内从事扶贫工作系统人员，少量
赠送上级领导部门、兄弟县(市)扶贫工作部
门及外来参观人员，以互通信息，交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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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概况

(一)
西林，地处滇、黔、桂三昝(区>结合

部，位于广西西部，因位置极西，山地多林，

故名西林a有“广西省尾’’之称，历史上曾有
“句町”、 “西平"、 “上林"等别称，是个

建县历史悠久的县份。
位置面积今县域地跨东经104

4

29 7～

105。367，北纬24。l 7～24。447。县境东西最
大横距n6公里，南北最大纵距?9公里，全县
版图呈东西长、南北窄，两端大的“垭铃"形

状。东至北面连接本区田林、隆林两县，西北
毗邻贵州省兴义市，西至南界罗平，师宗、邱

：北、广南，富宁五县‘据1992年土地详查统
计，全县土地总蕊积为3039，36平方公里，折
合455．9万亩(原来数3019．58平方公里合

3



452．94万亩)0其中耕地面积517．92万亩，占
总面积的12．71％(原来数22万亩，占总面积

的5％)；林地面积335．23万亩，占73．53％
(原来数267．18万亩，占58 j 99％)I园地面

积0．9万亩，占0．2％；牧草地面积47．43万
亩，占10．4％；水域面积4万亩，占0．88％；

交通用地1．12万亩，占0．25％；居民及工矿用
地1．49万亩，占0．33％；难以利用土地7．78万
亩，占1．7l％。

自清康熙四年(1665年)名西林以后，县

域曾变动多次。清康熙初年，西林县东西最大
横距170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80公里，其版图
近圆状，面积比今西林约大2倍(当时今八达

以西的乡镇属西隆州)。民国24年(1935)，
西林拨出潞程、供央、八桂三乡蛀新建的田西
县和从西隆县划八达、吉障、马蚌三乡来属
后，全县面积有4836平方公里合725．36万亩，
为今西林面积的1．6倍o

． 建县沿革近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南盘

江(古称群舸江)，驮娘江流域，发现许多
古人类牙齿化石及烧骨、石器等，说明早在
四五千年以前就有古人类在此生息、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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