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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县林业局修志工作领导小组

一、修志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双志云

副组长：吴明森、张洪华

成 员：邓学平、穆素华、康钉荣、张志才、黄武才

二、修志编写人员

主编：邓学平

顾 问：王恩泉

撰 稿：邓学平、张辅华、邓菱、杨明华

三、资料收集

赵春琼、胡灵芝

四、地图、照片由林业局提供档案资料



序

森林历来被看作人类的宝贵资源、社会的共同财富，世世代代被人们加以

保护、培育、利用。森林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保

持生态平衡的功能。森林的兴盛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象征。振兴林业是一项服务

于现实、造福于人类的伟大事业。

森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曾为人类的祖先遮风挡雨，提供食物，取暖驱

寒，呵护人类繁衍进化。森林的过量采伐，导致生态危机，大量的动植物物种

灭绝，温室效应加剧。1998年长江洪水泛滥，人们从大自然的报复中警醒，大

声呐喊保护森林。党中央、国务院顺民心、合民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天然

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两大工程，举国上下掀起生态建设新高潮。

林业是山区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石棉县是林业重点县，林业是县域经济

发展的一个支柱。近几十年来，林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续修

《石棉县林业志》是林业工作的一件大事，编志人员历经寒暑，几易其稿，在有

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于2004年4月付梓发行。该志将林业职工几十年来历尽

艰辛、拼搏进取的创业历程汇编成书，起到鉴往知来的作用。编史修志是一项

繁重的系统工程，从浩如烟海的档案堆里整理收集资料，按照修志规律，展现

石棉县近十多年来林业发展的轨迹，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广大林业职

工提供历史借鉴，为决策提供依据，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

由于企业改制，一些企业档案资料不全，使修志工作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加之编者水平有限，疏漏、错误和不妥之处难免，敬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同

时，趁本志出版之际，向修志人员及支持修志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审

读后写下上面的话，权为序。

石棉县林业局局长双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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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石棉县林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自1986年，下限为2002年，为明事物原委，少数章节适当

追溯下延。横排竖写，志、记、图、表、传、录并用。所用资料、数据以立卷

归档、年终总结、年终报表的资料为准，同时兼采口碑，相互印证，力求客观、

真实、全面。

三、本志的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的规定使用。

四、专业术语简称，加()作注，如“天保”(天然林保护)等。各民族乡

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在行文中依惯例习称为乡。机关单位名称依惯例行

文中仍多沿用简称。

五、本志采用记叙体，力求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全书共8篇21章75节，约

3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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