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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l 9 8 8年，在中共宜章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根据宜章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县林业局成立了

林业志编纂小组，历时五年，三易其稿，成功地编纂出了这

部专门记述全县林业发展的专业志书一《宜章县林业
志>。 。

， ．：

“ 这部志书其数集资料l 7 9．5万字，经过筛选、考

．证、去粗取精，由博返约，入志字数l 6万余字，比较全

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了宜章林业的历史与现状，真实地反

映了近代和现代宜章林业发展的兴衰起伏，“成功地总结了经

验和教溯。 ’

这部志书阔世，为发展社会主义林业，实行科技兴林，

具有重大的意义，值得全县各级领导和林业战线广大干部职

工认真一阅，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振兴宜章林业。
‘

《宜章县林业志》为林业改革提供了资料和动力，我们

衷心感谢《宜章县林业志》的编写人员，并衷心感谢为《宜

章县林业志》所有作过贡献的人们。 ，

邓正 昌

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



序 二

．宜章县林业生产历史悠久，群众有造林，育林的优良传

统。宜章建县至今已有l 3 7 3年的历史，在林业上没有一9

本完整的史志书籍，从明朝隆庆=年(公元l 6 5 8)至民

国时期，一兆修了8次志书。其中明朝隆庆、万历、索祯三个

版本、软无传本。就是在清康熙、乾隆、嘉庆和民国时期的

《宜章县志》中有关林业的记载，也寥寥无几。这就给研究

宜章林业历史、探索林业发展规律、借鉴历史经验，指导林

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有责任编修好一部承上

启下，继往开来的《宜章县林业志>。

天独厚发展林业的自然条件。历代劳动人民为发展宣章林业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以后，中共宜章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植树造林、

科学育林，林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l 9 8 0年以后，林业

进行改革，全县林业又迈出新的一步·

l 9 8 8年3月7日，宜章县林业志编纂小组成立，并

组成编修办公室。在编修林业志的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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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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贯通古今圹，鼻古为今

用"为原则，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力求体现林业

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我们还注

意在搿全面、真实"上狠下功夫，既反映林业事业的成绩，

又记述林业工作中的失误。、地方志素有存史、资治，教育的

功能。我们编纂的《宜章县林业志》，是记载宜章林业生产

发展历史与现状的专志，能为发展林业提供系统的资料和科

学决策的依据，．使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宜章林业，认识宜章林

业，同时为改造好宜章林业、建设好宜章林业，提供宝贵的

历史借鉴。期望宜章林业在改革道路上前进。 ，

’

宜章县林业志编纂小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兰日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记述

宜章林业的历史和现状。 ，

二、时间断限：上限为l 8 4 0年，个别事物追溯到事

物的开端。下限至1 9 8 8年，也有个别事件延伸至志书成

稿之时。
。7

三、内容。本志主要记述宜章林业的历史和现状。根据

搿详今略古’’、搿立足当代"的原则。重点记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 8年，突出专业性，强调地方性。

四、志书篇目。按“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的原则，依

事物性质分类设章、节、目三个层次。本志首立概述，大事

记，以下分设森林资源、山林权属、营林、林副产品，森林

保护、森工生产，林业机构、林业科教、莽山林管局、附

录，共十章、三十八节。

五、本志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体并

用，以志为主，横排竖写，图表穿插其中。

六、文体t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

朴实、简洁。

七，资料来源：本志资料来源于省林业厅，省档案馆，

省林勘院、郴州地区林业局、地区档案馆、县档案馆、县气
’

l



象局．县林业局、县志办提供的史料，以及林业战线的老干

部，老工人和老林农提供的数字资料和口碑资料。林业数

字资料t 1 g 7 9年以前，采用湖南省林业历史统计资料，

l 9 8 0年以后，采用县林业局统计年表。凡入志资料经过

了认真的筛选与考证，力求准确可信，限于篇幅，一般不再

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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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章地处湖南省的南部，地理座标为东径1 l 2。37
7

3 5，～l 1 3·2 0 7
2 9，，=I匕纬2 4。5 3

7
3 8，

～2 5 0。4’l，5 3，。东界资兴市，汝城县、南与广东

省乐昌县相邻，西南与广东省连县，．乳源县、阳山县接壤，．

西连临武县，北接郴县。县境内南北长90公里，东西宽7 1

公里，全县总面积2 l 4 2．7平方公里，折321．41万亩，

其中山林2 0 6．5 4万亩，耕地3 4．5 6万亩，水面

5．1 7万亩，全县设5个建制镇，2 2个乡，6个居民委

员会，3 4 9个村民委员会，3 5 7 2个村民小组，人口

4 9．6 6万人· ．

县内年平均气温l 8．2℃，年日照时数l 5 7 7．4

小时，年降雨量l 3 9 4．8毫米，无霜期2 9 2天，山地

土壤主要是红壤、山地黄棕壤、山地草甸土，适合各种林木

生长，可更新性强。 ．

√

宋仁宗嘉嵇六年(1 0 6 1)，骑田岭一带就有人工造

的成片杉林。明清时期，人工造林增多，但发展缓慢，清嘉

庆十九年(1．8 l 4)正月二十日，清参将壬槐率兵在县城

后隆山植树5万余株。民国时期，为了发展林业，曾采取一

些行政措施。民国6年(1 9 l 7)，县政府发布《造林奖

励条例>，并设立苗圃。因军阀混战，收效甚微。民国2 1

年(1 9 3 2)，县政府设林务专员，负责办理林政事业。

但是山林所有权大部份为畜豪地主，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少

l



地，难以造林。民国3 2年(1 9 4 3)，全县造松、杉、

桐，茶林，只有3 9 8亩，育苗l O亩，而砍伐木材又比较

多。民国3 4年(1 9 4 5)，日宰侵入县境，林业受到很

大破坏，是年采伐木材2 4．5万立方米，竹林l 1．9万

株，砍多造少，加上森林火灾严重，森林覆盖率和林木蓄积

量下降。 ，

j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宜章造林育林大致分为四个阶

段。 ．

’

r i
‘。 ‘‘’一 '。

第一阶段，1 9 5 O～1 9 5 7年，为宜章林业初创时

期，这个阶段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农民个体所

有的土地制度，以后又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土地由农

民个体所有转为集体所有。贯彻“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

方针，实行谁种淮有、伙种伙有、村种村有的原则。l 9 5 0

～1 9 5 5年，主要是国营林场造林和个体农民造林。

l 9 5 6_l 9 5 8年，转为由集体统一造林，并建立育林

费制度，对造林给予经济扶持，这个时期，造林，育林进展

顺利，发展快，但因技术落后，‘质量底。

第二个阶段，1 9 5 8_l 9 6 3年，是林业生产建设

受挫，被迫进行调整时期。这个时期为集中连片造林。

l 9 5 8～1 9 6 0年的国民经济搿大跃进"，全县大力创

办社、队林场和国营林场，开展植树造林。县人民政府推广

梅田公社笃岭林场集中连片造林，全垦梯土造杉木林4 0 0

亩的经验。罩9 6 0年莽山公社开展了大规模的造林运动，出

动5 0 0 0多人，向荒山进军，在山上安营扎寨，垦荒造林

4 O O 0亩，但在F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错误影

响下，不少社队，只求进度、不求质量，结果造的多，成活

2



少，挫伤了群众造林积极性。加上大办公共食堂，砍树为荔

和三年自然灾害，毁林开荒，原有森林遭到很大醣破环，林

业生产受到了挫折。 ，“，

‘’’ 7|∥’ ·

第三个阶段，1 9 6 4～l 9 8 1年。林业工作以营

造杉木林为重点，以社，队林场为主体，大力发展林业，

l 9 6 4年，县委、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共潮南省委《关于大

力发展国营，集体林业和大办杉木基地》的指示，出林韭部

门先到太平公社浒口大队创办集体林场，离标准全墨翘大穴

造林8 4 0亩，育苗2 0．6亩·以后各地贯彻林业“三

自一(自采种、自育苗、自造林)方针，先后办起l 0个杉

木林基地，经营山林面积2 9．4 3万商，每造林一亩，由

国家补助原粮指标3斤，补钱5元。l 9 6 6年，各地抓林

业基地建设，都由县，社领导亲自办点，取得经验，指导全

面，中共宜章县委副书记杨绍炎、’县委办公室主任彭长鸿副

梅田公社龙村大队全垦高标准造杉木林1 O 0 0亩，并组建

为村林场，固定专人管理。是年，全县共办社、队林场5 6

个，固定专业场员8 6 4入，造林1．O 5万亩。l 9 6 7

～l 9 6 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造林和

林业基地建设发展缓慢。7 O年代，全县林业逐步恢复发

展。1 9 8 1年，全县办社，队林场l 7 9个，专业人员

2 8 l 4人，造林2 0．9 5万亩。傲到造上一片林，留下

一批人，办好一个场，管好一片林，林业生产得到恢复发

展。
’

-

．

’
’

．第四个阶段，l 9 8 2～l 9 8 8年，林业进行改革，

发展承包自留山、责任山，荒山以及联合造林等多种经营形

式。1 9 8 2年，开展山林定权发证，落实林业生产责任

8



制，坚持巩固发展乡，村集体林场；并划分自留山由农

户承包经营。基本解决多年存在的盯山无主，主无权修的问

题，形成多种经营形式竞相发展的新格局。全县农户承包自

留山，责任山，以及专业户，重点户承包的大面积荒山，共

达18．29万亩，同时，县林业部门在浆水乡浆水村搞专业户联

合造林试点，有偿投资造林1 0 9 2亩，大大调动林农造林

的积极性，全年完成造林验收面积4．6 9万亩。l 9 8 6

～1 9 8 8年，以联合造林为主。县委书记黄孝健、副书记

何惠林、贺杰仁，分别在天塘，梅田，城南等乡，镇搞试

点，林业局肖圣尧，潘福学，郑卓钟在浆水，梅母、麻田，

长村乡办林业样板，共造林6．1 2万亩。联合造林形式。

林业局包投资，包整地造林，包幼林抚育，包成林管理，按

四、六分成，投资方(林业局)4 0％，山权方(乡，村，

组)6 0％。由于联合造林面积大、经营管理跟不上。有的

草荒，林木达不到速生丰产标准。7年共造林2 1．，5 9万

亩，年均造林3．O 8万亩。
’

森林保护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搿自防

为主，积极联防、团结互助、保护森林"的方针，建立健全

各级护林防火组织，设立永久性防火线4 0多公里，建立昧

望台13座，护林员3 2 7人，山林火灾显著下降。l g 5 O

～1 9 6 O年，1 O年中发生山林火灾7 4 O次，受灾面积

1 8．6 3万亩，1 9 7 0～1 9 8 8年，发生山林火灾

5 5次，受灾箍积1．8 8万亩，发生火灾次数和受灾面积

都减少，全县出现2 0年无森林火灾的公社1 0个，大队

2 2 5个。l g 7 2～l 9 8 4年，两次评为全国护林防火

先进县，一次评为全省护林防火先进县，四次评为湘、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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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边界护林防火先进县i。1 1次评为湘，粤，桂第八，第九

联防区护林防火先进县· ．二．’ ．j一，， 7，i i

．森工生产’，自l 9 5 1年开展购销业务以来，截至

l p 8 8年底止，全县为国家提供商品木材l 6 5．4 9万

立方米，楠竹7 1．8 l万根，松脂l O．9 9万担，木炭

l’7 6—8 4万担，小杂竹l 8 3．5 9万担，产煤用材

l 1 4j．3 2万立方米。’城乡建房用材3 6．6 5万立方

米。森工企业总产值l 1 9 8 6万元，实璎税秘2812．9 2

万元，林业、森工基本建设投资1 2 9 9万元，为开发山区

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在森林采伐上曾出现了三次较大的过伐

和乱砍滥伐。一是1 9 5 8年“大跃进矽。由于体制变动，

打乱山林所有权，管理失控，砍树烧木炭炼铁，办食堂，森

林资源遭到滥伐，毁林面积4．6 5万亩，减少蓄积量

2 9．5 8万立方米。群众斥为“吃祖宗饭，砸儿孙锅’’。

二是l 9 6 8年搿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泛

滥，山林所有制再次被打乱，乱砍乱伐森林之风再起。三是

1 9 7 9年后由于宣传管理工作跟不上，少数人～时对搞

活经济政策有误解，认为“要想发财快，山上砍树卖’’，一

度出现乱砍滥伐国有林、集体山林，林木蓄积量有所下

降。
。

。

l 9 8 O年1 2月，县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下达《关于

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组织工作组，查处毁

林案件。l 9 8 1年3月，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

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林业三定骨工作，

l 9 8 3年，基本上杀住乱砍滥伐森林的歪风，使营林，护

林逐渐走向健康方向发展。1 9 8 5年后，国家取消南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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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林区木材统购后。部分地区义出现乱伐国有林、集体林和

个人承包林。l 9 8 7年7月，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子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

林业部门成立林业公安分局和木材管理站，强化林政管

理。

宜章林业生产，经历了随折起伏的历程，有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iyll，今后只要进一步明确林业建设深化改革的方向

乖j目标，认真贯彻以营林为基础，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在

林业生产中，实行加快森林培育，加强森林保护，强化林政

管理，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用勤劳的双手夺回苍老荒山失去

的青春，宜章林业一定将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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