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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1问I固昊江张舶杨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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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 。1编 刘正益，邹高元赵学才

； 编 委 刘正益 邹高元 许继源 赵学才 熊世全

j 杨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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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编写人员 刘正益 邹高元 姜云波 朱宗华 杨剑华

j．：’ 赵学才 杨政和 熊世全’陈方来张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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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料7员陈乐瑞季立霞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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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县林业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弓I下，在我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编写的，较详尽地记载和阐述了黎平县自然地理特征，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黎乎林业资源优势，林业的生产关系，林业生产力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宾实地反映了

‘近代和现代黎平林业发展的兴衰起落，特别是较详尽地反映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黎平县社

会主义林业建设的辉煌成就，也记录了林韭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失误和教训。

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被世界誉为·亚热带的绿i}ll一，黎乎县正

位于亚热带的轴心线上，南岭西端与雪峰山南端、苗岭三山脉的交接区域，贵州高原向湘西

山丘和广西盆地过渡地段之中l清水江和都柳江的分水岭两侧。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和

境内有数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阻隔着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而东南季风又可顺长江，

珠江水系深入腹地，因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相对高温和多雨季节的一致，

对植物生长发育特剔有利，是一个从事林、农种植业的得天独厚的好地方。以低中山为主的

群山地貌，海拔多为600"．'800米，优越的板岩和页岩地质结构和母质，宜林的气候特点，央

定了黎平的林业资源优势，也决定了黎平林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宜林，黎平县在我国南方可

谓首届一指。正如清·道光时期的‘黎平府志，所记述·’·天之所以利黎平者在此，黎民之

所以为生甘者亦在此。一‘黎平县林业志'较详尽地记载和分析了黎平的林业资源，包括森

林植被资源、树种资源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水资源、土资源、热量资源、气候资源、光照资

源、劳力资源和智力资源，这为林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系统利用和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基础依

据。‘黎平县林业志》的出版，对发展黎平林业生产力，将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林业生产也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首先依赖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资源的合理配

置，生产资源开发j|；8用好，配置合理，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提高林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_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一的要求。资源的优化

甏置，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从林业资源的优化配

置这个思路来考虑林业改革问题。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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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要实现规模生产，在林业生产关系上要特别强调以林业公有制为主体，以集体联合

的力量， -规划一片山，造上一片林，留下一批人，建好一个场，有场才有林，，。这是黎平

县发展社会主义林业的历史经验，大力扶持兴办集体林场，联营林场、国营林场，大力营建

速生丰产林基地，提倡基地办林场，特场管基地，这是在集体林区中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
主义林业商品生产的正确道路。 ： ·．、

社会主义林业商品生产应该集约经营和定向培育，推广琳业新技术、高技术，我们要着

重于林木速生丰产技术和林木良种选育与繁殖推广的研究，当前提倡的_工程造林打，其目

的就是实现林木的速生丰产和良种化，在-工程造林一上应首先突破。由传统的粗放经营向

集约经营、定向培育转交，是林业改革的主要任务。

《黎平县林业志’为林业改革提供了资料食粮，提供了动力，我们衷心感谢‘黎平县椿

业志’的编写人员，衷心感谢所有为：《黎乎县林业意》作过贡献的人们。
’

．÷．，：．，一‘·’．j ：?‘：”，：：j．_：．V一．’ ㈡ ：j’|’。t，；j·i

·； ㈠：’ i-．-．、o．⋯：I!；；：．0 ：：：。 ⋯。．．邹．高元．：?：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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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力求实事求是记述黎平县林业的经营、演变和兴表，反映时代、地方和民族特

色。。 。一

．，

二，本志记述年代，上溯至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下迄公元1984"年末．详今略

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40"--1984年)的林业史。

三，‘本志共分十六章，九干五节，以章统节，分节叙事j对内容较繁的，更IJ在节以下设

细目．并附录必要的图表数据． +，

，

四，本志涉及的地名和机构名称，均采用当时的通用名称。如县人民委员会，县革命委

页会，县人民政府，区公所，乡政府等等。

五，有关人物，一般只写姓名和职称，不加其他称呼，不冠褒贬之词。

六，各种园表数据，按照编志需要，从历史档案搜集，或由有关业务单位核实后提供，

按其性质归类分别列入有关章节0‘

七，本志所用的度量衡单位I ：

1．长度采用公里，米，厘米，毫米．

2．重量用克、公斤，吨。

3．面积以亩为主，亦用公顷。

4．体积，容积采用立方米。一 。
．

，．

t’八，为便于查考和研究黎平林业发展史，清朝编纂的两部‘黎平府志’(道光版，光绪

版)，英中有关林业的历史记载，选辑于矗史料附录’，一章中，并由编者加上标点符号，以

便阅读。

九、摘录史料原文均用引号，并以括号注明出处。凡录用现代档案资料，一般不注明出

处．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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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平县位于北纬25度44分至26度31分。东经108度37分至109度31分之间，地处云贵高原

．向南岭出地及江南丘陵过渡地段，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之东南边陲，其东面与湖

南靖县，通道及广西曼江接壤。北、西、南三面分别与本省锦屏，剑河，榕江，从江等县毗

邻。县境内群山起伏，沟谷交错，溪流纵横，山地面积约占90％，：为典型的低山，低中山地

貌。一般海拔为600,～800米，最高峰老山界海拔1589米，而南部龙额区的地坪河口，海拔

仅137米，为全省最低海拔之所在。地势西北高而向南倾斜，其问大山蜿蜒相连，形成一条

．长长的分水岭，将全县大体划为两部，分属于清水江，都柳江水系。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

祆，植被茂盛，且由于历史上交通闭塞，．森林开发较晚，因而保持了良好的宜林生态环境和

车富的森林资源，有着发展林业的有利条件。1．一． 7。j -

全县10个区(镇)，65个乡(镇)。聚居着侗、苗、汉、瑶等13个民族¨共38万人．总面积

‘番66．15防亩，其中林业用地占60．7％，面积为404．5万亩，农田36。3万亩，．仅占总面积的

5．4％．，1978年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有林地162．9万亩，疏林地86万亩，灌木林珑12．8万亩。床

成林造林地31．4万亩，宜林荒山111．4万亩。森林覆盖率26．3％，活立木总蓄积量达1010万

立方米，。其中杉木431万立方米，马尾松373万立方米，闼叶树206万立方：米I楠竹蓄积359

万根。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在省内各县中居于首位。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q。、；‘’f 、．{

：’：，，黎平山多戴土，树宜杉黟(‘黔南识略>)，。历来以盛产优质杉木而驰名。200年前，境

内出产的杉木即矗遍行两湖，两广及三江等省一(清道光版《黎平府志’>；“成为黎平的

地利特产和民生源泉。森林的主要产品有·杉木，马尾松，楠竹、j各类闼叶树。油茶，油桐

?等。其资源分布，依县境内地理位置可大体分为。
●

，’，_，，'·中，，，—-—__’'—。_—+呷_。'+—_一·i，．‘

东南油茶，：西北杉÷东北搪住．西南杂．



●

黎平县林业客
．

用材林除杉木外，还有马尾松和楠竹。』黎乎县的原木商品材年产量约占全省计划的六分之

。一，楠竹产量居全省第二位，仅次于赤水县，经济林有油茶，油桐，湖南山核桃，栓皮栎，

乌桕，木姜子等，油茶年产量居全省第二位I．还有杨梅，猕猴桃，梨、李等果木，松茯苓，

杜仲等药材，松脂、五倍子，橡碗等化工原料植物，也是产之于林，利之予民的大宗土特产
口
D日●

黎平属亚热带湿润常绿阔叶林区，原生型的森林多以壳斗科栲属，栎属，柯属常绿树

木为建群种，木兰科、樟科、山茶科树木为主要成分。这类常绿阔叶林，至今尚存予一些湿

润的沟谷或陡峭的山坡上。在边远的弄相坡，老山界、l三省坡等较高山岭的上部，由于低

温、强风雾的影响，还分布着原生型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次生型的森林，除人工经营

的杉木林、楠竹林，油茶林，茶林，半野生的马尾松林外还有多种类型的天然次生林。天然

次生林以喜光速生的落叶阔叶树为主，树种组成亦较复杂。据考察，县内常见木本杞物有76

科224属521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有。秃杉，篦子三尖杉，喙核桃，银杏、鹅

掌楸，观光木、伯乐树、十齿花，伞花木、马尾树，马蹄参、香果树，穗花杉，黄枝油杉，

。柔毛油杉、华南五针松、凹叶厚朴，红花木莲、闽楠、．青檀、白辛树，银鹩树，乐东拟单性

术莲、任木等25种，谜生用材除杉木，马尾松外i还有如响叶杨、香樟、檫木，臭椿、南酸

。枣，赤杨叶，泡桐，滇楸等34种，特殊用材如核桃：湖南山核桃、黄檀，小叶红豆、木荚红

’‘豆、水青冈，木荷，榉树，黄连术、漆树，香椿，石楠、槭树、兰尖杉、柏木等56种，：其它

野生资源植物200多种j此外，山野之中还栖息着不少珍禽异兽和有价值的动物。

·’：黎平县林区各族人民祖祖辈辈口靠山吃山，，以山林为生计的历史记载，可追溯至明朝初

j年。据光绪《黎平府志'，1397年(明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派兵30万进入锦屏，天柱、黎平等地镇

压“古州蛮刀林宽时，一路上搿由沅州伐木开道二百余里抵天柱黟(沅州，即今湖南省芷江

：县)，当时由芷江到天柱还须“伐木开道簟，可见在14世纪末叶，地处清水江上游的黎平等地还

保存着完好的原始森林。及至其后的200年间，林区人民伐本也只是为着开垦耕地，建房造

。 僵或修建口花桥骨，囊鼓楼’’，全属自给性的生产．j， ，·

‘’

杉木以商品形式进入集市交易的起始年代，据传说，明代即有湖南洪江等地小本商贩进

入王寨、。茅坪、挂治(清水江流域杉木集散地)收购杉木。1736---,1755年(清乾隆初年)，外销

量日益扩大，清水江流域两岸，砍伐杉木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遭，编巨筏放之大

江，、转运于江淮-。及至19世纪初，年销售额达白银二三百万两。19世纪末叶，因盗伐者多，．

降为百余万两。 ’’

～
，

一 1‘‘- ：

j 。南部都柳江流域系以育洞河、双江河、水13河等支流单筏运输木材(时称搿大算头嚣杉

。条禾)，运入都柳江并成大筏(称广排)运至长安，柳州集散，其数较清水江次之。。
‘

随着木材商品贸易的发展，大约18世纪初，林区农民开始从事人工植杉和林粮间作。据

，《黔南识略'记载j 1749年‘(清乾隆十四年)，林农对当地的自然优势已经有所认识。从实践

·2‘



第一章概．’述 一
、

中摸索出一套杉木选种、育苗，造林‘，营林生产技术。那时，_自清水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1‘

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荫，，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工林海。现在黎平大稼乡高架村旁：

的兰株矗杉木王静，正是林区人民植杉造林历史的见证。一⋯1“·； -4‘r j ’”，

．： 辛亥革命(1911年)蓟全国解放，森林的人工经营亦有所发展。其间，由予国内局势的

。影响，杉木产量和蓄积量曾出现六次消长变化。1912,'--'1923年，产量和蓄积量大体上成正比增‘

加，1924,',-'1927年，因战争影响外销几乎完全停顿。而蓄积量则相对增长，此时以伐运杉木为主 ?

要副业的农民，农隙时多半无事可作，地主即乘机以廉价雇佣劳动力造林，黎平县尚重、孟．

彦、茅贡等区现有的大面积杉木过熟林，绝大部分就是上述两个时期种植的。1928-'--1937年，4

因各大、中城市亟需建筑材料，外省木商云集锦屏，靖县收购杉木。’外销量激增，农民忙于从

事伐运，造林几乎完全停止。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省外不少大、4中城市相继沦陷。

战云密布，杉木不能运销外省，蓄积量又相对增加。‘目寇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春天，

外销量空前增长，而造林完全停顿。1946"'1949年，因国内战争，’外销量又逐渐下降，蓄积 。
，，

量则相对上升。-’+ 一．
’’

·”。

。|，j ．

；

’‘解放前，由于旧中国剥削制度和山林私有制度的存在，加之当时交通闭塞，生产经营条

．1件差，林业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生产规模小，生产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而且起落不定。一
一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池主，木商，工头唯利是图，掠夺山林资源，层层盘剥林农，以一本而

获万利，大发其财，面广大林农则处予被剥翻和压迫的雇佣地位。‘不得不廉价出卖劳动力为’

，生，清水江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口篙子下水，婆娘夸嘴，篙子上岸，婆娘饿饭。劳足见其7‘

林农所得之少，度日艰难，显然，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只能窒息林业的发展。”。一～ ?

j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山林的主人，林业生产有了新的生机。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1952年开始建立林业管理机构，国营林场，营林工作站和森林工业企

业；1954年以后逐步开展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开辟薛家坪苗圃i营建国营花坡林场，

，．自1965年开始创办社队集体林场，1973年冬天水口区集中八千余人整地造林7620亩，1974√

1975年中潮、岩洞、洪州等区也相继建成万亩以上的杉木速生丰产林基地。1976年创办国营东

风林场。党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黎平林区出现了靠两户一联黟(即专业户，重点户、联户

办林场)踊跃开发荒山，兴林致富的新局面。1981年国家林业部以每亩投资50元与地方联合

造林(国社合作造林)，首先在中潮区开展试点，当年高标准造林4100亩。至1984年，+中潮、

洪州，茅贡等区，乡共完成国社合作造林24600亩。1984年利用县里搿自主材力引资造林10

万亩(称“县社合作造林’’)。。⋯
7

，

+’j
1‘’ ·。，

“建国35年来，‘全县共采集各类林木种子53．85万公斤，育苗10675亩，人工造林保存面

积70余万亩，‘。‘‘四旁刀植树2260万株。建立了四个国营林场(包括州属乌下江采育林场、j

德顺楠竹林场)，323个集体林场。国营林场经营总面积18万亩，有林地面积7．9方亩；集体林一

场经营总面积22．9万亩，有林地面积14．7万亩。基本建成以杉木为主的用材林基地57万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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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平县林业．志

以油茶为主的经济林基地10万亩，为进一步发展林业和山区经济奠定了基础。 √；，

：．一自1952年开展购销业务以来，截至1984年底止。全县共向国家提供商品木材234．4万立、；

方米，檐竹138万根，松脂4146吨，栓皮1119吨，油茶子2167．5万公斤，油桐子673．5万公斤，麓

核桃452万公斤，乌桕子4万公斤，木姜子10．5万公斤，茶叶29．5万公斤，还生产了大量林

副土特产品，其中木耳2．5万公斤，香菇3．2万公斤，玉兰片3．4万公斤，青冈子69．5万公斤¨．：

松茯苓10万公斤，五倍子39．5万公斤，以及若干兽皮和中草药材．林业森工企业自建立。怫；

来，总产值达10127万元，已向国家上缴利润2628万元，缴纳地方原木税达1219万元。

1984年，全县木材年产量14．5万立方米，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商品木材为0．38立方米．

当年林业产值2021万元，占农业产值的23％，、农村人口人均林业收入30。95元。 ·，

为实现科学地经营管理森林，有计_龙!f地发展林业，在省，州林业部门的主持和指导下，；

1958年起，先后多次开展森林调查和基地林规划等工作，并于1978年完成黎平县集体林区总：

体设计(贵州试点)。1983年完成全县林业区划。 ． 、，

．，森林保护工作机构也从无到有，逐步健全。1972年黔桂两省六县(黎平，榕江、从泛、．

三江、融水，环江)建立护林防火联防指挥部。1974年建立县、区、乡各级护林防火组织。

1983年增设林业公安派出所。 x
。

林业职业教育始于1958年，曾几次办过初级林校。1981年正式开办黔东南州森工技校黎

平班，前后已向农村和林业部门输送学员212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业科学技术受到前

所未有的重视。1978年成立县林业科学研究所，与国营东风林场合作开展了杉木无性系嫁接

种子园，山茶物种园，国外松引种试验，杉木地理种源试验，杉木子代测定，野生树种调查

收集与引种栽培，珍贵树种母树林，鹅掌楸生态习性调查及培育试验等项科研，获得州级科

技成果奖二项，县级科技成果奖四项。 。，
、

j

林区建设除营林基建外，30多年中全县已建成林区公路27条748公里，兴办了木材加工

厂2个，林化厂3个，生产经营条件有了显著改善。目前林业部门有加工机械设备8台，运输机．

具26辆，房屋建筑21707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72万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营林、森

工、林政管理，科技教育的综合体系，成为拥有21个单位，1120名职工的重要经济部门·。，

在农村中，以育苗造林、木材采运、加工为主业的劳动力已达18000人，约占农村劳力的

12％，林业产业队伍已初具规模。 i
。，

，
一．

35年来，黎平县林业建设事业有了重大发展，取得了在旧社会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成就·．

但是，由于受矗左，，倾错误的影响，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速度。在大炼钢铁和文革十年内’

乱时期，森林资源遭受了几次大的破坏，长期以来生产经营政策中的某些失误，严重挫伤了

林区和林农的生产积极性，导致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资源浪费。以及重砍轻造，造而不管

等现象相当普遍，．使全县森林蓄积量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此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林业

生产水平低，科学技术落后，资源利用不合理，边远地区资源浪费，而过伐林区生态失调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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