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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 一

清流是山区。
。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清流县是八闺古人类的发源地，沙芜乡狐狸洞

人类化石的发现，把福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到一万年以前，并为闽台同根

提供了新的佐证。
’

清流是水乡。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九龙溪两岸世世代代的清流人勤劳智慧，用双

手和血汗建设着古屋楼宇，装点着青山绿水。

清流是老区。红军在这里战斗过，炮火在这里轰鸣过，烈血在这里洗

礼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过，留下了巨人的脚印。

清流是林区。林业是我县的支柱产业。当流连于森林泽国、绿色金

库时，透过树海的阵阵涛声，我们看到了清流漫长的林业发展史一这就是

<清流林业志>所要告诉我们的。。 ，

’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

战斗在林业战线的林业干部、职工，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努力建

设精神文明，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的社会主义责任感。这一点是

十分难能可贵的。

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下，什么才是我县林业的主题歌

呢?那就是以史为鉴，承先启后，总结经验，发扬光大，以高昂的激情，谱

写清流林业的产业新篇章。

<清流林业志>一册在手，散发着可人的油墨香。我的体会是由衷的

祝贺。谨作此序。

清流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积忠

1993年4月26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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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二 ．

<清流林业志>正式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青山绿水的清流，是土著人与客家人同化交融，繁衍生息，开发共刨

的结晶。曾经。文天祥于清流驿上撰联“山高不碍乾坤眼，地小能容宰相

身”，以寄托社稷之心。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挥师人清流，于戎马倥偬之

中，笔走龙蛇，书下了<如梦令·元旦>光辉诗篇，传颂千秋。

清流，蜂回水绕，田连阡陌，林海莽莽，是镶嵌在武夷东麓的绿明珠。

载树种竹、垦茶植果。是清流人民的古风遗韵。尤为解放后，在县委、县政

府的领导下，林业系统干部、职工和全县人民以愚公自励，艰苦奋斗。因地

制宜，大力培育资源，执行林业法规，强化森林管护；以市场为导向，合理

利用资源，使林业产业经济长足发展，林区面貌日新月异，成为全国南方

林区的重点林业县，清流林委跨入了全省工业企业排名前300家的企业。

修志的目的在于存史、借鉴、教化。

’<清流林业志>是我县前所未有的第一部林业专志。它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资料详实，略古详今，真实回顾和记录了清

流县林业的历史。它对于指导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澎湃大潮中开拓创新。

真抓实干，无私奉献，依托山场走上市场，更好地发展清流林业产业经济，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林业。清流的兴旺所在。

林业，清流的希望所在。

20万字的<清流林业志)脱稿付梓，历时四载，六易其稿。这包含着

编写人员的艰辛劳作，出版社又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致以

深深的谢忱。

是为序。

2

中共清流县林委书记

清流县林业委员会主任 何适庭

199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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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清流林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按事物性质横分门类、纵叙历史，由概述、大事记、各门类、人

’物、组成，附以表、图和相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事件不独立设编，散见予

， 大事记和各编章。

三、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溯至有资料可考的事物发端，下

限至1990年。 ·

四、文体除概述外，其余均用规范的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议。

凡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的习惯称呼。历史纪年用

数字注明公元。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50年

．2月22日清流解放之日始。· ‘

’

五、本志采用的各项数据，以本单位原始资料为准，凡调查、口述资

料，均经核实查证。
。 六、本志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报刊、杂志、专著

等。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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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黄竹开花。

嘉靖三十九年

天启元年(1621)

二月初四夜，大雨雹，击杀牛畜。

天启七年

洪水冲崩龙津，风翔二桥。

’

．

．+ 崇祯一年(1628)前后

沙芜龙地种毛竹造黄纸。
。

城外有虎患。

崇祯十六年

清’

顺治十年(1653)

≯ ·‘ ‘一 。

j

六月十四日，虎人城。

七月十三日，虎踞龙山伤人，半夜，有徙宅者遇虎，纷扰三四年，患始

顺治十一年

5



-I---月八日寅时，天铳响，声轰轰如雷。

是年，大旱。
’

顺治十三年。

正月，雪，平地一尺有余。

康熙七年(1668)

--TJ十六日酉时，西南有云如剑光月影。

康熙八年

五月十四日卯时，大雨，雷震太平坊武公祠，旋复震塔背坊居民炊房，
地陷三尺。河水涨人城。

七月二十四日未时，雷震万寿寺塔，铜顶飞落人家。

八月初五日，洪水陡涨，东西两门瓦桥，南北两门浮桥漂。

康熙十二年 ．“

●

九月十八日寅时，东方火线一条，自空而下，声如雷。

． 乾隆四十年(1775)

末龙山(在县西南)，向有木客在岭凹拖运杉木，文武各官以。大伤龙

脉”立禁碑于分界亭。

6

咸丰七年(1857)

蛟坑、温郊、下和等地始有人工种植油茶。



光绪年间(1875—1908)

沙芜洞口沿河一带有小面积人工插杉造林。

三月。长校大风成灾。

光绪十四年(1888)

光绪三十一年

-

梦溪虎伤人，首尾两载患始息。

四月，彗星见于东方。

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未年

松木业开始发展，初，由英商祥泰洋行向洋口、建殴沿溪一带采伐松

木，此后，荚商天祥、建兴及德商禅臣洋行，亦继之而起，均以建溪，富屯

溪、沙溪为主要产地，砍伐量年仅20余万筒(约折四、五百万立方米)。

民国时期

元年11912)

<福建实业协会杂志>第一号<闽省木材调查琐记)称，“杉木(炎占)，

产者不及延建，延建不及汀州，宁化为最，清流次之”。

7



。 3年

正月三日上午九时，地震。

是年，欧战开始，松木生意大都歇业，外人亦多撤离返国，新发展之松

木业停顿。
：

·

．4年 、

’

。5月24日，田口尤龙庙门外，地陷数丈，将陷时，有巨响从地中出，敫

敫如雷。

●

5年 ．

8

5月15日，彗星见于东方，至6月梢始没。
‘一

是年，巡按使批清流县知事详报苗圃办法，北寨山为苗圃地址。

是年‘，县知事制订<清流奖励种植森林单行简章>。

7年

正月三日上午十时，地大震。

冬，天气炎热，瘟疫，林梦二里尤甚。

3日，大风，雨雹为灾。

8年

17年



4月，国民政府规定每年3月12日为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

造林。 、
、

19年

1月19日，毛泽同志再次率红四军二纵队，向江西广昌进发，在宁化

清流境内行军途中，挥笔写下<如梦令·元旦广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

苔滑，⋯⋯”的光辉诗篇。 t

20年

2月7日黄昏。大风雹，墙圯瓦飞，林木尽拔。

4月8日，大风，雹落田间，有殷红如血者。

24年

4月，清流县始筑连城达宁化，中经四堡一段公路。
’

是年，县政府设建设科，管理全县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等生产事项。

27年

县政府决定凡木材采伐需由县政府发给许可证。

28年‘”

县、区农场开始培育树苗。 ．

是年，县政府发布(奖励告发放火烧山暂行办法>和<联保劳役造林实

施办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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