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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哺育了人类，人类依赖森林生态系统的供养与庇护方得生存和繁衍。

当今社会，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强、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清时期，县内天然林木尚称青山苍翠，唯人造工程林业几成空白。旧时

官府虽也曾组织过民众植树造林，如1914年在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倡导下，颁布

了旧中国第一部<森林法>；民国十九年(1930年)民国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倡导

植树造林，定每年的3月12日为植树节。但因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原因，成效

甚微。 ，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大规模、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林业的新的历史时

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林业建设，毛主席曾发出“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

化”的伟大号召；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林业建设机构；制订了一系列

的林业方针、政策、法规；建立了完整的保护、发展和利用森林资源的生产体 ／

系；培养了．二大批林业建设队伍，大搞营林、造林，．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党的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林业步入了实现林业现代化为目标的振兴时期。

宁都物华天宝，林业鼎盛期悠久。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曾几度毁坏，乃

至被专家预言“宁都要迁都”，但宁都又因人杰地灵，人民富有革命传统精神，

能思故奋进，已认定耕山造林作为振兴宁都经济的根本，经几番战天斗地的努

力，今乘改革之东风，宁都林业已逐步回升，活立木蓄积量增长幅度愈来愈大，

全县林业发展步伐迈得更加坚实和迅猛。

编纂<宁都林业志>，旨在汇远古前辈之丰功，扬社会主义之伟绩，考绿化

工程之得失，砺四化必成之决心。俾便今人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为

振兴宁都林业开拓创新。

<宁都林业志>广记古今，上溯建县之初，越1700多年跨度，本着“贯通古



今”、“详今略古”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林事活动。

从开编至初稿完成，历时一年，县方志办全体同志和林业局参与收集资料的同

志们付出了很大精力，为使史料翔实可靠，四处调查，反复考证，精心分析，

合理选用，致使志稿设计科学，资料丰富，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具有宁都特

色。但由于建国前历代旧志关于林业记载甚少，建国后大量文献资料保存不善

诸多散失，增加了编纂新志的难度，故志稿误差、疏漏在所难免，诚望大家批

评指正o

．16序作者：1987年lO月至1991年7月任林业局局长。

扬为春
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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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认，“森林是哺育人类的母亲”，“绿色工程是人类的希望”o所以当

今国际社会，悠悠万事没有什么比保护“母亲”青春常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

更为重要的事了。 一

宁都，是地球上的尘埃一粒，可它开县以来，繁衍于此的数十代子民裔孙，

为了“母亲”的丰彩绚丽，奋斗了1760年，作出了无愧于人类的贡献。

今为高堂老母立谱，为呵护“母亲”添福添寿的林业工作修志，是天经地

义、理所当然之事。前任局长杨为春爱“母”尽“孝”，率本局有关资深同仁，

恭邀县方志办诸公，共襄义举，编就林业志稿13章。后因故未及时付印出版，

搁置多年。余继任出掌林业局务之后，也曾数度动议其事而未果，延至1996年

9月才梅开二度，重新修改原稿，续编7年，‘将志书的断限由1989年下伸到

1996年。期间，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为

全面载录宁都林业建设的新发展，志稿新增了<林业多种经营>和<森林旅游>

两章，综其大成为15章o

综观宁都林业历史轨迹，1760年的演变，有起有伏，有兴有衰，但其总趋

向是上升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7年，林业进入了划时代的建设时期，结束了

林业自然经济状态。然而在大踏步前进中，由于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

的优越性-9缺陷并存，政策的英明-9失误相随，以及农村体制多交等因素，不

无导致宁都林业兴毁并存。虽然兴旺发展始终占主导地位，但毕竟造成了林业

发展速度上的缓慢。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路线、政策进行了拨乱反

正，农村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林业“三定”工作，消除了摇

摆根源，迈入了稳步发展的黄金时期。继之，改革开放又为林业发展孕育了无

限生机，尤Pgd,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九州生气恃风雷”，古老的宁都林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春风得意马蹄疾”，经短短几年奋战，“一夜春风花满枝”，实现了历史的跨越。

迄至本志截稿时，全县历年人工造林累计面积334．69万亩，已基本消灭荒山，

1990年以来营造的171．95万亩长防林郁郁葱葱，24万亩高效经济林生机盎然，

全县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后最低时的35．87％，上升到65．95％，消除了木竹用材

一度消长失衡现象，森林资源总量年均净增近12万立方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长大于消的新局面。历史上曾因水土流失严重而忧患“宁都要迁都”的惊呼，

今已宣告结束。建国至今，宁都林业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县内人民所需，提

供木材1180多万立方米，竹材320多万根，总产值1．02亿元，上交国家利税

3896万元，其中1996年的林业产值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了6．7倍。宁都．

林业在往昔屡获上级和社会好评的基础上，新近又增添了许多社会殊荣o 1992

年省政府授予宁都全省造林绿化先进县，省林业厅授予宁都林业局全省林业系

统先进单位；1991年至1995年，宁都连续5年被赣州地区行署授予造林绿化达

标先进县；1992年被赣州行署授予“第一批基本消灭荒山县”；1994年被赣州地

委、行署授予十年(1985一1994年)绿化赣南先进县。这些历史变化和历史辉

煌，值得立谱修志，将成为传世于后代的一大笔财富。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往昔的辉煌，是今日的起点。林业的发展，战

斗未有穷期。旧时的传统林业，今已向高效林业转变，“山上再造一个高效益宁

都”的迸军号令，已是鼓角铮鸣。这场现代商品林业之役，战场辽阔，。征程漫

长，正需林业工作者团结全县人民一道勇赴征程。在起征之际，出版(-7都林

业志>，旨在鉴古励今，承前人丰功伟绩、创业精神，启后人敬业奋进、开拓创

新。先人有说：“志贵于用”o万望林业同仁与全县人民一道读志、用志，“以史

为鉴”，“鉴古观今”，彰其善，瘅其恶，从善而流，择善而行，为“母亲”丰采

有加，再创辉煌，再立新功。

几句感言，权作为叙o

*序言作者：系现任宁都林业局局长。

廖庞祥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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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宁都县位于江西省的东南部、赣州地区最北端，东经115040’20"至116017’15一，北纬260

05’18”至27。08’13。之间。东邻广昌、石城，南接于都、瑞金，西连兴国、永丰，北毗乐安、

宜黄和南丰。东西宽6l公里，南北长117．2公里，总面积4053．16平方公里。1996年，全县

设21个乡、5个镇、348个村委会、3737个村民小组，151379户，总人口667542人，其中

农业户126187户、586877人；全县林业系统(含琳池、小布垦殖场)有在职职工2125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34人，其中林业局及其所属单位共有职工1345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67人。

境内“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0．78％。宁都自三

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建县迄今已1760年，向以农为主，今为赣南的农业大县。自

古至今。林业均为宁都农业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都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西、北、东三边高，中间低，地势自北向南逐渐倾斜。境

内平均海拔300至500米，最高点是东韶乡的凌云山，海拔1454．9米，最低处在黄石乡的下

车坪村，海拔154米。县域内800米以上的山峰120座，其中千米以上的高峰33座。西、北

部属雩山山脉，东南部属武夷山余脉。西、北部包括肖田、东韶、洛口、小布、大沽、黄

陂、蔡江、青塘等地，平均高度500至1000米，县内60％的高峰分布于这一带。东南部包

括湛田、会同、田埠、固厚、固村等地，山势较缓，平均高度400至900米。梅江中下游两

岸是丘陵、岗地及河谷堆积平原地形。

县内水系发达，河溪纵横，大小河流共638条，总长2757公里。主干河流梅江自北向

南，纵贯全境，流域面积2931．46平方公里。

县境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元霜期

长，年均气温14．2℃至19．3℃，多年平均降雨量(县城)1671毫米。县内较好的森林土

有山地红壤、山地黄红壤、山地黄棕壤、山地草甸土、紫色土等，适宜各类林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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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立地条件和自然环境，蕴育境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全县森林植物有120多科，达

近千种。属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有水杉、秃杉、银杏、香果树、金钱松、观光

木等36种。大宗乔木树种有松、杉、樟、。栎、楠、楮、枫香、泡桐、木荷、漆树、板栗、

油桐等。其分布有“七松、二阔、一杉”之说。灌木主要有柃、杞、黄端木、油茶、乌饭、

杜鹃、千年矮、乌药、盐肤木、胡枝子、茅莓等。草本以铁芒萁、芭芒、白茅等为多。竹类

中有毛竹、黄竹、刚竹、麻竹等50种以上。五十年代末起，县内引进的优良树种有加拿大

黑杨、伊拉克蜜枣、美国湿地松、火炬松、香柏、尖叶扁柏、朝鲜栀子、阿尔巴尼亚油橄

榄、橡胶、银桦、杜仲、樱花、木麻黄、莆葵、黑荆、火力楠、尖叶木樨榄等70多种。属

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近30种。

至1996年底，全县293494．9公顷林业用地中，有林地面积267317．4公顷，森林覆盖率

达65．95％。在有林地中，有用材林202853．8公顷，防护林45333．5公顷，薪炭林3798．2公

顷，特种用途林244．6公顷，经济林10凹3．1公顷，竹林4814．2公顷。全县森林活立木蓄积

总量6850756立方米，大径竹蓄积11125万根。

宁都青山绵延迭翠，森林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最著名的有千古名山翠微峰，今为国家森

林公园，还有县自然风景保护区莲花山、凌云山、武华山等。

县内植树造林，自古至今历经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清以前，县域内植树多为乡众白发所为。民国初期(191l一1949)，县政府虽曾组

织民众植树造林，办过国营森林苗圃、国营林场，但数量少、规模小。

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在不同时期的林业发展方针，组织全县人

民植树造林．翻开了宁都林业发展史的崭新一页。土地改革后，人民政府落实山权、林权。

动员群众在私山、众山、国有山上栽树、种竹。农业合作化时期，扶持山区林农建立起林业

互助组织和林业生产合作社，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

召．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活动。五十年代末，成立人民公社后，按照<人民公社条例)(60

条)，各社、队组织发动社员垦荒造林；以社为单位，坚持自采种、自育苗、自造林“三自

一条龙”；改革传统的“一锄法”栽树方法，实行穴垦、条垦、全垦，人工整地造林；开始

有计划地进行迹地更新造林和次生林改造；创办国营林场，建立专职营林队伍，开辟林业基

地，为宁都林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十年代初，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

干政策规定>，重申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个人种植的零星树木永归社员的

政策，纠正“大跃进”时期林业生产“一平二调”造成的不良影响。各公社、大队、生产队

和国营、集体林场坚持以营林为基础，因地制宜营造用材林、薪炭林、防护林、经济林。各

公社(场)配备一名专职营林员，以加强基层营林生产技术指导与管理。

七十年代，营林生产进入集中连片营造杉木用材林、油茶林，发展集体林业基地的新阶

段。1970年9月，对坊公社7千人上山，在70座山头上整地造林7千亩(后实测4300余

亩)。开创了全县社队集中连片营造杉木用材林之先河。1973年春在刘坑、竹笮、会同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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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宁都有史以来第一次飞播造林。1974年宁都被列为全省十四县一市杉木用材林基地

重点县之一，长胜、对坊、田埠、竹笮、会同、固村、东山坝、刘坑、固厚、石上、安福、

湛田等12个公社组织劳力营造省办杉木用材林基地。1977年，大沽、蔡江、黄陂、小布、

洛口、东山坝、田头、长胜、黄石、对坊、石上、赖村、青塘、竹笮、刘坑、会同等16个

公社开始营建省办油茶林基地。全县各地按照“造下一片林、留下一批人、办好一个场、科

学管好林”的要求，积极创办社队林场。至1979年，全县社队林场发展到212个，专业队

伍人数达2486人，成为宁都林业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八十年代初，全县进行了林业“三定”工作。通过稳定山林权属，划定自留山、责任

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千家万户造林绿化的积极性，全县涌现出300多户林业专

业户、重点户。1982年，县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决定

每年春，安排一个月时间开展植树月活动。1984年，县委、县政府制定“加速绿化宁都、

振兴宁都经济”的发展战略。1985年起，县、乡、村三级层层签订并认真落实<造林绿化

责任状>，1987年开始推开“一任书记绿化一座山头”活动，县、乡、村三级书记荷锄上

山。带动全民植树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1989年起，植树造林逐步向“集约化、基地化、

标准化、工程化”发展，造林质量大大提高，自1979年至1989年11年问，累计造林88．15

万亩，保存面积60．82万亩，保存率达69％，比前29年平均保存率提高45．28％。

九十年代，宁都的营林生产跨入消灭宜林荒山为中心的长防林工程建设新阶段，实现了

宁都林业发展史上空前的大飞跃。1990年冬自我启动拉开国家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工程

的序幕，举全县之力，向荒山进军，大打消灭宜林荒山攻坚战，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封山

育林一齐上。同时推广容器育苗造林等新技术，营林生产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至1996年，

全县长防林工程建设完成造林面积197．19万亩，其中荒山造林sr7万亩，摘掉了全区第一、

全省第二荒山大户的帽子，被中共赣州地委、行署授予第一批基本消灭荒山的县，连年被评

为造林绿化先进县。

建国以来至1996年，全县营林生产总投资4431．72万元，累计造林334．09万亩。1996

年。全县的有林地面积达400．98万亩，比建国初增加87．86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14．75％o

境内的森林保护工作时兴时衰，历经了艰难曲折的历程o ．

古代，宁都自然景观秀丽，生态环境幽静，村前屋后大树参天，大山小岭林木苍翠。

近代至现代，由于战争及其它人为因素，县内森林资源曾遭多次破坏。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宁都大片森林毁于一炬；抗日战争时期

宁都为东南前线后方，江西省政府迁至青塘，人口骤然大增，为烧柴、建房、修桥等而滥伐

林木，城郊乡村的林木几乎一扫而光；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时期，村

前屋后、河岸路边的树林频频遭劫；。文革”时期，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乱砍滥伐、毁林

开荒、破坏森林现象十分严重；1980年秋开始，一些人对党的“搞活经济”政策存在片面、 ．．

错误的理解，出现了木竹多头经营、投机贩卖的严重局面。林业“三定”后，不少地方把集／／
体山林和划分到户的责任山的林木砍光、卖掉，全县木材消耗量急剧上升，加之1978年IV／

． C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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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重造轻管，造林质量较差，保存率仅23．72％，全县缺材公社由五十年代的5个增加到八

十年代初的14个，有林面积比建国初减少104．67万亩，森林覆盖率下降15．33％．活立木

蓄积量由建国初的2000万立方米减少到588万立方米。1981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83．66万亩，占山地面积的42．7％，比五十年代扩大66．3％，江南鱼米之乡的宁都出现黄

土高原景象。<人民日报)记者发表文章，对此向宁都人民敲响了宁都要迁“都”的警钟!

建国后，县内不断加强森林保护工作，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及时地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乱砍滥伐的紧急指示)、<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

的决定>，结合宁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制止乱砍滥伐、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规定；开展

林业“三定”，稳定山林权属，及时认真地调处各类山林纠纷；不断健全护林组织，巩固护

林队伍，形成县、乡、村协调贯通的护林网络；实行限额采伐，坚持山上管严，山下改燃节

能，不断加强木竹市场管理，对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的案件及时进行查处，使一度泛滥的乱砍

林木歪风得到遏制。

198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公布施行。1987年至1988年间。先后成立

县森林法庭、县公安林业分局、县林业检察室，形成林业公、检、法体系。坚持以法治林，

严厉打击破坏森林、扰乱林区治安秩序的不法行为．森林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进入九十年代。县内执行。八五”期间森林资源采伐消耗全额管理，对商品材、自用

材、培植业用材、能源耗材实行分类指导，分项控制；坚持从严治本，抓好源头，强化对伐

区的管理，对伐区实行按采伐限额检查验收制度；整顿木竹流通领域，坚持由林业部门一家

进山收购木材。关闭全县木竹、柴炭自由市场；推行林地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林业用地的

监督管理。1992年，提前三年实现了地区下达的“八五”森林资源增长到648万立方米的目

标。1993年，全县实际林木消耗量24．18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1．87％，森林采伐限额工作

名列全区首次评比第一。至1996年，全县基本形成以降低资源消耗为宗旨的计划、生产、

流通、消耗管理体系和监督机制j林木超量消耗得到控制，全县森林资源持续稳步增长。

1995年，<人民日报>刊载<青山作证>一文，肯定了宁都八十年代以来痛定思痛，加强造

林、护林和资源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宁都不再要迁“都”。

四

县内的森林工业，由小到大，从传统林业向现代商品林业转变。

建国前，县人采伐木竹由林主随用随砍，零星砍取天然林木加工制作木竹农具、家具，

森林工业原始落后；木竹交易多由林主自找销路，仅少数人从事零星木竹贩销。此状况一直

延至五十年代初期。

1951年设立宁都县木材办事处后，县内木竹始由国家经营。1953年冬起，执行“中间

全面管理。两头适当控制”政策，实行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木材自由交易，限制木材贩子进

入林区贩运木材。对国营、集体单位所需木竹，全由木材公司组织供应。1954年8月国务

院颁布<全国木材统一支拨暂行办法>后，县内木材的产、供、销纳入国家计划，一律由国

家统一经营，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1981年开始执行省内木材收购新政策，即社队集体、

国营林场、垦殖场按计划生产的规格材由国家统购90％，自留10％。1983年取消木材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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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林场生产的木材全部收购，林区集体生产的木材由国家收购经营，单位用材由国家安排

供应。1984年11月起，实行产材乡木材上调任务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包干任务外的自留

材、间伐材可进入市场。1985年开始改革木材统购统销、独家经营的体制，实行采伐限额

内的木材60％由林业部门按议价收购与调运，40％由林农自销或委托林业部门议购代销。

1986年改为7：3比例经营。这年起毛竹不纳入林业部门的计划，全面放开。1991年起，实

行木材统一经营，县下达的自用指标不能参与经营性流通，各乡(镇)凭证采伐的商品材除

留20％作加工用材外，剩余木材不准搞产销见面，均由各林场、站统一经销。

随着国家建设需材量的增长，1956年，县内开始开发远山资源，控制近水林区过量采

伐现象，由县组织采伐队进入东韶石坪等林区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木竹采伐。1958年开始

采取大兵团作战方法，从全县抽调劳力进驻锁猴山、墩土岭、牛转湖、鸭子岭、显华山等山

场进行采伐。高峰时期，全县上山下水搞木竹生产的人数达4700多人。此后，陆续在这些

林区设立国营采育林场。采伐工具由斧、锯、刀、钩发展到割灌机、油锯；集材手段由土滑

道、拖桥发展到使用木轨平车、满山跑和机动空中索道，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

采伐工效。1977年6月成立林业车队，开始使用汽车集材，并直运抚州、鹰潭中转外销。

随着县内森林资源逐年减少和林业政策的调整，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县森工企业由以往

的采伐木竹为主，转变为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木竹的独家经营、统购统销转变为多家

经营、议购议销。1989年由于国家压缩基建规模，木竹市场疲软、价格猛跌，与上年比较

杉木每立方米下跌38％，松杂木每立方米下跌20％。1990年，价格继续下跌，全年仅销木

材1．29万立方米，为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91年起，进一步改革木竹流通体制，各森

工企业积极调整经营方针。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作风，历经三年疲软的宁都木竹市场开

始复苏，1992年木材销量回升到1．95万立方米，总产值764万元，实现利润104万元，创

历年最好水平。此后，由于木材的综合成本猛增，每立方米成本价由1992年的199元上升

到1995年的397元。森工总产值虽有增加，但实现的利润却由1992年的104万元下降到

1996年0．6万元。

五十年代，县内木、竹个体匠人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出现了数十家木竹器厂(社)；

县设立松香厂，开发松香等化工产品。六七十年代，县内国营林场、垦殖场开发木竹加工、

综合利用，成为木竹制品、半成品加工大户。八十年代至今，先后成立县木材厂、台宁竹制

品有限公司、竹林家儆厂等近百家木竹加工企业。木竹加工设备逐步实现半机械或机械化，

生产工艺由粗加工发展为精加工，产品由以往的板(方)材、枕(坑)木、包装箱、竹片

等。发展为胶合板、刨花板、竹木复合板、竹帘板、高档组合家具等百多个品种，形成门类

较齐全的森林工业体系。

建国四十多年来，国家对宁都森工投资总额为2278．68万元，累计采伐木材121．09万立

方米。其中收购木材88．74万立方米；采伐竹材335．52万根，其中收购竹材243．02万根；

向国家提供商品木材62．12万立方米，竹材131．06万根，森工总产值14564万元，上交国家

税金2119．31万元，其中上交县财政及所得税443．1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745．25万元。



·6· 宁都林业志

五

纵观宁都建县至今，特别是建国以来47年的林业发展变化，勤劳智慧的宁都人民广泛

开展造林绿化，消灭了宜林荒山，加强森林的管理、保护，发展了森林资源，初步形成具有

一定规模、永续利用的后备森林资源基地；森林工业经过多年的建设，已基本形成从采伐、

运输到木竹加工、综合利用的多元化产业链。林业为振兴宁都经济作出了较大贡献，为宁都

农业大厦构筑了坚实的鼎力支柱。

然而，四十多年的林业建设，有成功，也有失误；有成绩，也有不足。失误与不足集中

积淀为森林资源危机。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森林资源逐渐减少，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

初，下减至极低点，虽然八十年代中期森林覆盖率开始逐步回升，九十年代木竹蓄积量大幅

度增长．但由于人VI的不断增加，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需求量已远远大于现有森林资

源的承受力。为缓解这种危机，县已制定跨世纪林业发展蓝图：(一)大力巩固灭荒成果，

积极推进森林资源培育；(--)合理开发利用山地资源，发展高效林业，重点建设用材林、

工业原料林、封改结合丰产林、毛竹丰产林、油茶丰产林、特用经济林和果木林六大林业商

品基地。现在，全县人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朝着“山上再造一个高效益宁都”的宏伟目

标，奋力探求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佳组合，巩固发展循环受益的林业生

产体系。宁都的青山将绿色永驻!永不枯竭的森林资源将惠泽千秋万代的宁都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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