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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乐县林业志》是客观记叙平乐县林业生产工作的志书，是平乐县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林业部门志。

编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明古详今的原则，真实地

记叙了平乐县林业生产管理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平乐县林业志》的问世，是平乐

林业的一件大事，其将对今后平乐林业的发展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往事已已，历史悠悠，斗转星移，岁月如流。我们十分清楚，在这片热土上，前

辈们用勤劳与智慧耕耘着每一块林地，用艰辛与汗水蕴育着每一棵竹木，造就出一

方优美的自然环境，一片人杰地灵的森林绿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43万平乐

人民的责任，也是全县林业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我们意识到，生命离不开森林，森

林与绿地的存在，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我们期待更多的仁人志士在这片

热土上谱写出新的林业篇章。

历史既是螺旋形发展，又是波浪式向前的。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在否定之中

不断升华的，人们对林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经历着忽视——认识——再认识

的渐进过程。当今人们对林业的认识，是总结了前人无数正反经验的结果。地球

上的森林资源十分有限，要建设一个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要创造一片最适宜人

类生存的净土，需要人类共同培育和维护森林资源。

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愿

青山常驻，绿水长流⋯⋯

是为序。

平乐县林业局局长 陈小平

2005年5月28日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平乐县林业及林业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正文各章及附录组成。采用述、记、志、图、录等体

裁，以志为主，按编、章、节、目4个层次排列，全志设9编35章，共约48万字。

三、本志贯穿古今，详今明古，记事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2004年，力求突出

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四、本志中使用“解放前(后)"一词，是指1949年12月6日平乐县解放前

(后)。

五、本志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每段多次出现同·

年号只在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每段首次出现时加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计量单位，民国以前用当时的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白话文)，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关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为规范。

八、本志中凡出现“××年代”，均为20世纪××年代。

九、本志中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或“中共中央”，与本志有

关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简称“广西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平乐地

委’’、“桂林地委”、“平乐县委”或“县委’’、“公社(乡、镇)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简

称“自治区’’。

十、本志资料来源有据，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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