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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关于成立《玉溪市林业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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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领导小组的决定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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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各科，一室、所’『处‘各区林业站、=l匕山林场： 一。
．，

，

’； 为继承中华民族撰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广‘．
：

。 记录前辈的丰功伟绩，彰往昭来，系统地反映我市林业的历史移’
7

-．- 现状，为进一步发展我市林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依据，为

． ’7开展“增百致富’’大讨论提供林业方面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
‘

，料，决定编写《玉溪市林业志》。这对建设四化，富国富民都具一，
t’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编写好玉溪市林业志∥．．．、

．‘ ·， 是上对祖宗，．下对子孙负责的千秋大业。因此，经一九八五年．、一“

7．． ，兰月七日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议玉溪市林业志》编纂领导小- ．。

’

‘’

组，由十三人组成：
r．‘．’ ．。．． 一， 一- 。 ，

． 。．。 。组长赵兴贵． ，

⋯

1一

． 副组长自孝明．
’

。

组员康发喜、王定国，王自学、张占田，梁学源，秦
。

． 汝才，牛山林，周永芳，李开武、马明福、王光汉。 一-

’
一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王自学任办公室主任，+白孝明任主． ．

} 编，王自学任副主编，李开武、马明福任编辑。一 ，?

；’
‘

审修李文彦、梁耀武、左文山‘
‘

‘。

审定玉溪市地方志办公室 ，

。

． ；玉溪市林业局 ··

7．

， ．．一--JhJ＼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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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々，．j∥：．：：?”

一。 蠢：。．；；羔∽，≥舛{j．；j，岳。；．；：’|。，、；扩7。’|，．jj：一：÷。
． 。?：：编写《玉溪市林业志》是-项重要工作，’也是玉溪各族人+一．。：

’+一。民的愿望j它是继《玉溪市金融志》{_《玉溪方言志》之后编
1

o

j．一‘ ’。成的第三本专志，。可喜可贺。·?‘ y·一-i。。I。一?一’一+t，：4·

- 。‘，一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子制 。．

。0．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中提 ·

‘’
。出，鬈要根据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原则， ‘．’

，、
． ’迸一步调整农林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农业经济的专业化，，商品 ．

1·

“。

化、现代化，更好地满足社会要求。黟林业，是大农业中的一
‘

一个重要产业。发展林业，建立良好的生态循环，是关系人类生．
?

存，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祖国兴衰的大事。森林对保障食品供‘ 一，

‘

应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它对水土保持所起的重大作用，而水土保 ．．
．

持，+是粮食和其他种植业的基础。森林所提供的木材、燃料、 ．，

． 食物和收入，是全市各族人民的福利所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
’

重要条件。山青水秀，林茂粮丰，环境优美，’各业兴旺，发展-、

．林业势在必行。《玉溪市林业志》的编成，将为我市各级党政 -．．?
。

组织和有关部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兴林富玉和开发山区的

{ 道路上，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可贵依据。’ ，、，

、

； ·

一 玉溪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造林、护林、爱林的传统，早就流 j．

毒。 ．传着： “林山绿，粮菜足，林山红，百姓穷’’．的民谣。中华人 ，

j 一 ‘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玉溪市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林．
．‘7

‘

．业上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以来，玉溪市
‘

．．

． 妁林业工作坚定不移地靠政策、靠科学，’在划定自留山、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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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发展专业户，‘巩固国营林场的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引进。 ，

一j优良树种，林业的发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l“ ·+

一
。

一·”为了在林业工作上创造更新的局面，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r， j，．

：： 。妻煮睾曩：j羹辇主亏蛩’．确亨堂零警毒书紫形式t把}等亨鬯’j 。一暑
7．1．林业工作记述下来。‘’7．+?一、r．。一，一一

‘

一．。：．二⋯：．’

．．。 《玉溪市林业志》编写小组的同志们，在市志办公室的协o，一．·

：一．j：助与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
“。’

．‘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编写工．i二一．，，o

‘一，*，作，使志书置于充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实事求是，，不重否偏¨。一+‘i，-7
1’ ．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真实。使《玉溪市林业志》不但成为可信之‘ ．一一

。“一： ‘书，而且是_本较好的乡土读物。，。⋯。∥、√：‘：。，，：一．，。!．．：一：、。
二一． ：我希望在这本志书之后，能早日看到必要的专业志出现，：：．‘一一 ，‘

． 以圆满地完成我市的修志大业。、1，·．-．j。，．’：：·．-．．．．，r j。
，、

．、 ．。譬：’’|一 ‘， ‘|-oji：■j=’’常自喜。o 0 o一．7；， ， ，o．
‘ ’ m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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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玉溪市林业志)》的编纂刊印，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发达的林业既是国民经，

．济发展，国家繁荣，富足的象征，也是社会具有高度文明的标
． ．．志。玉溪林业，自古以来就以它固有的特性，发挥着应有的生

，一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 ÷ ．|。√’，
、

·1： 无论何时，林业对城乡建设，农牧业发展，保持水土，涵：’
J

． 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和减轻水早风灾害，维持生态平衡，
’

_造成良好的生活环境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可是，它给国家，给’ ．

． ．社会作过那些贡献?给玉溪人民造了那些福?知道的人并不：
‘

多，记载林业的史料也寥寥无几。 。 一，‘
，．

L ：

一，鬟玉溪市林业志》记载了我市林业发展的演变过程，记录。

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们可以。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从

中了解到林业与社会，与人们的生活，与其它事业发展的相互

。关系。对于回顾它的过去，展望我市林业发展前景也将是有益．

的。因此，‘编纂一部事实确凿，观点正确，内容完备，体例完一

善的志书，是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尤其在振兴林业的今一

天，更具有承先启后，服务四化的重要作用。 ， ．·，

．．，清代前期咸丰年间，我们勤劳的祖先，就既耕耘也十分注

意保护树株，植树造林。凡能栽树的地方都要栽起来，如上山．

头白龙潭的茂密林木，就是那时营造的。故使山山岭岭，。处处

青翠，林木葱茏，山问溪水，长流不尽。风景胜地，松柏森森，古树

参天，四时景色绚丽，游人无不陶醉其问。平坝地区，．村村寨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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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t纳房前屋后，沟路两旁，也绿树荫荫，芳草青青，风景秀丽。：
。

一j⋯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木材，烧柴甩量增w。 ，

，。大，，山林火灾频繁，更加抗战以后的驻军滥行砍伐，．面山已童’ 。i ■

秃濯濯，当代政府虽采取了一些措施，想尽快完成荒山造林， ．9 毛、
’

提倡栽桑养蚕，但由于入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和林木生长周 √· ‘‘，

j 期长的原故，直至民国末，玉溪林业仍不太景气，留下的多是j，、’。：，j

‘荒山：；。幼林a：I，：：：“ 一，㈡上 “；窖：：虬：冀一·：?√h，-，．． ，，

．∥；。薪中国成立苡唐，枉党和政府‘的美休：童视卞；为磕莹溪山。’，⋯．|．
：河旧貌变新颜；无山不绿，有水皆清，风调雨顺，天寿年丰尹主十．。 ．．’

．．’“六年来，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了党对林业的各．项方针政策，开，。+ ．。，

7

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工作，加强了对森林的保护和利用：其同、 t。．，

·， 虽然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i。但是；“7经过各族人民的艰+

，‘苦努力；我们祖先留下的这块辽阔富饶j’美丽壮观，多姿多娇的 ·

’．’

，，．’锦绣山_河，显得更加妖饶了：选山用材林：．中幼林茁壮成长；东。。‘，
， 边山的北山林场已变得郁郁葱葱；。i与东凤、红旗水库水面连为4’、．

’

一体，已成为山青水秀，树木苍翠，‘供人游览的好地方。：。还有’ ．．．

西边山的尖山哨，市境北大门一刺桐关，全部山场已是幼林密 ，‘，．，

茂。近曲面山有的已成花果山，‘春季繁花似锦，。秋季果”实累 ．，

累j：我市林业的发展从未有过这样快的速度，成绩也从来没有 ．
。

，今天这样显著。·为将这些可歌可颂的事实载入史册，7在市委、 一

·+j

。。 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局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人员广泛收集资 ·

料，深入调查访问，‘查阅历史文献，：反复核实事实，’又细致地

。．j进行整理，分门别类地录成资料卡片。在资料基本碳到不重’ ≯
’’

不漏，j真实齐全，切实可信的基础上．，进行志书的编写。一。’q‘．一

．’o’在编纂过程中；}俄们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 ’；

：、的观点，7实事求是，：、详近略遗‘，立足当代，7回首过丢j’放眼来 ，

．

来，一使之成为L部既反映我市林业的历史事实，’。又具有新观
，： ‘点-新特色的志书。?书j i。?～㈡-“_％：k、；j。：：、¨·曩．。 ，．，

．’，。0’．． 。． ．’．‘一一。．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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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编纂工作，自～九八五年三月着手，至十月三十日完 ．

。

藏初稿，历时八个月。其间对初稿几经讨论，征求各方面的意 、

≯
． 见，进行了认真修改，终于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成书。‘ ．

i， ，。．．《玉溪市林业志》的完成，与所有参加编纂工作的同志们’。

．‘ ． ，充分发挥革命热情，埋头苦干，日夜辛苦，是分不开的，尤其+
j． 是得到了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体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指导，．’

4

； ；

他们化了大量的心血，作了精心审订的工作。在此谨向为本志．，

。‘．’“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

‘

《玉溪市林业志》涉及一个多世纪之间天翻地覆的变化，． +、

虽经反复修改，力图全面地，历史地反映事实，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高度统一，但限于我们的水平不足，错误之一．

． 处仍属难免，热切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 ：’：。

．
‘

． ． f

。1‘
^。

：．·
”1 。

。。

赵兴贵 j‘．
·

，-

．：

‘ 、

，
一 · ＼

，
一



。’⋯’ i
。 。

．
．～

’

+
． ，!’

1．

，

，

二
·‘’

’

．

’
’

，

．
，

“
‘1

“

’
， ·：

。

’

‘

，：
一

。1 ‘

、。
‘．

．．
一，．

．

。’ 、

● · ●·
。 。

～
·

’．。。e1钆：～⋯ ⋯⋯’，。’⋯i’’’一’一； ．··。1

‘～ ，t i．．|√-√。⋯．。 ，．f；l，i：．Ij ’：j■：．’～ 、j i．‘ 一
一一 ‘，

’‘1 。
’ ⋯7¨i 1。、 ：”：·+

；’ 1．。一。． - i
． !-．。．

_j‘

．
．

f ～

．．

·

‘0：i．，．～0”一。I．‘．自。+I：’豢。_：：：j 0j，_‘．?i I j
‘r。‘。．． ， ： ’。．’．．j?1：j：j．。。，。皇，i。i o

t ’、。 ，

’ ’ ’

“

‘
’

}“ 一i． ，
， ’

‘。

’

．、：．序⋯．埘。⋯．．．⋯-』．矗⋯⋯_“∥⋯_：☆¨_¨．_常自}。|
j —j良j"。．．：⋯：⋯⋯-⋯⋯⋯：⋯·．··：⋯．-·-·⋯·：：·?⋯?⋯⋯‘j?‘j警兴贵，，‘

．，’．～譬曼三：22竺■曩立之譬l：：：：：：Ⅲ1。|，，’
‘， h．大事记⋯⋯⋯⋯⋯⋯⋯⋯⋯’?一⋯⋯⋯‘?!⋯’：“：⋯⋯“：‘jq孑7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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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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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 ；；≥’。√、-·：．j n，．’：’． 。√；：j：： ． ：

一．．_∥：．j，，-：；一：．’黼?I‘’菇I、：?：+-。≯0。。
．『

，。 二，二．、， ，‘，， ! ‘，，，．：．．。i． ，；，i一、’，i+。 i一一，p。7一．；一
，·

‘÷．
， ，二．、， ，|，， ! ．√。‘’i． ，；’i一、，t c ，j’一p。‘|{ ÷1

． ． o，、，，’≥，．．‘·!．～：。； j‘．一”’。j t．：t；一；，v i j。 ．i

一；
， 一，玉溪市是玉溪地区政治、经济，j文化的中心；中共玉溪地。

’， 区委员会、玉溪地区行政公署就设在这里，：是昆明通往滇南的。，’。：．’

交通要道，滇中商业，工业物资的集散中心，是云南重要产粮

区之一，t古有露会城之仓廪’’的称号；’近年又盛产优质烤烟， ，’。，

；’ 驰名远近，被称为盘云烟之乡，，一+一’’。、：?7；‘～．，．’．·， 7 o，1：

．7。 ：玉溪汉代为益州郡俞元县地，，晋，南北朝时期为晋宁郡俞’ ，

．|

． 元县地，‘唐初为黎州绛县地，‘后设求州，z南诏设温富州，元 j1‘

：。 ．明：清三代俱为新兴州，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改为新兴
．．‘ ，1县，1913年(民国二年>改为休纳县，’；1916年(民国五年)改一‘

，

i。

为玉溪县o．1983年9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改建制为市。 ‘‘：：一i-

-一． 、”；j市境位于滇南中部，地处东径102。18 7产102。42’，之间， ．。j

’
j北纬20。08 7-一24。33 1之间。1面积九百六十平方公里(1 4 。二’

一7+ 4万亩)。j-’|，。。?■；’；。。j：⋯。．‘。J-：卜7
，

一
． 境内以山地为主，于层恋迭蟑、绵延不断的山岑之间镶嵌，

’

， 着略近菱形的山问盆地～玉溪坝子。”一：j r!：：’。j：’：、
一

⋯

^，1玉溪坝子为一山间宽谷平原，海拨在1套loo二1j700米之间，、
。：’ 。 地形起伏不大；相对高度约l砷米，J⋯东北较高，、西南较低。东与’：

1。 。。，’江川接壤，东南与通海相邻j、西北连接晋宁，西南与峨山毗 ，。：，

毒“， 连。南北最长四十五公里，‘东西宽四十一公里，成一东西大， ，4

，，’．． 南北两头小的，菱形"．。：；t j：墨。：3、：m_‘；_“，．《：。，：
，：

。

．。 市境内最高点是西部与蛾山县接壤的高鲁山+j海拨2 614
．

’： 脒，最低点是洛河区跨喜乡的矣都河，海拨1566米：环绕宽谷j．．

，。7．J ，．·‘_．_ ．．，
’。： ．j r～-，_，i ．

‘

； ．’

‘
：

一

’

上‘
”．

，

，
协4 ’ ’

、。。
．‘。√

‘

^． t．
“t’’ ’-

‘

； “。
，，|；

√
。

：
‘lc}}}-_Il}h，’}I}lrL



，， 平原的山岭丘原，海拔在I／00--1800米之问。．t一。
·’

．，j．

：．+ 玉溪市处于云岭山脉东出主脉的南延山系梁王山东则。梁‘
’

：；

一j王山在滇中为南盘江水系与红河水系的分水岭，本市为梁王山，、， 。

1j 支系构成的山地地形，·■； ：．歹于o ．，。 ’‘一1。。 +．}，

_， ‘‘境内主要河流为玉溪大河，由江川县入境后，自东向西，一 ‘．

。j?：．至州城附近纳入自北而南的罗木箐河，西河等水后，继续向西4 ．

一。0 流至自土村下，与西部主要河流清水河汇合后折向南流入峨山 ．‘

一一

7
i 7．县境，经通海，绕过杞麓湖进入华宁县，予盘溪附近汇入南盘：，j．

一ij江。所以全市都为南盘’江本系。．i‘：：√t⋯：’。：，≮，一．．：+’：·j、 ，

；‘’j．全市地貌有山地和t⋯司盆地两大类熬玉溪坝子四面为薄、·
+

．

：∥。丘、山岭环绕，在这些高丘山岭中间、，又形成了五百亩耕地以．，j
’

， ’上的山区坝予十五个。山地是全市最大的地貌类型，，约占百分 ”’j

“．。； 之六十八，盆地约占百分之三十二。，金市属中亚热带半湿汹冷．+． 。，一

。’。、j冬高原季风气候，冬凉夏暖，匹季如春，．夏秋多雨。雨热同季一：。，．1 ；

， 一．年平均气温15．8。c，．最冷的一月，平均温度8．_4。C，，最热的七‘’一，1。二．
。，、月平均温度20．9。C，年气温差12。5。C；极端最热日为33．5。e；，：

‘^j
。

F，：。 极端最冷日为3．8。c，‘平均相对温度为百分之七七五，，年日照． ，一。．。

·：．、，为二千二百五十二小时，·总幅射二千二百二十一千卡“全年无一‘：’一一
+

j’1霜期二百五十天(从头年十一月至翌年三月初)；降霜日最多．，。j~-．”
。 。：为_月份，：_般在十五天以上。平均年降雨量936．3毫米。一、 ，、 ‘．

‘i≯ ． 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母岩和错综复杂的生物气候条件：‘。’i‘
：

一的影响，形成土壤类型的复杂多样。全市有黄棕壤、红壤、紫； 。．
?。

．．，色壤、黄红壤、高山针叶林土、水稻土；：燥红土k鸡粪土；‘山地一 。。io。

．：。7．红壤，。石灰崔土，沙土，_‘石渣子土卡二个类型a在海拔2300≮7，、一 ．’

： ⋯2614米的地带，土壤为黄棕壤，1800．--2300米的山区和半山区 ：‘，毛

7．：’土壤为红壤或红壤与黄红壤亚类交错出现，11500--180Q米的盆一⋯t j一。

t。：地及其边沿，土壤为冲积性红壤性水稻土卜．1600米以下的州大，二 ．t_一j

一1’河沿岸，，土壤含砾石较多，，‘。●般为沙土。．j一；。|。；‘j：：t。：‘．一二 ¨，’
o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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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二

·

：
一

．～r、，全市森林植被以云南松，(飞松》为主i其次是早冬瓜自． ：：

“：j 72000,'---2400米地带系沙页岩。石灰岩、4板岩交错下形成的红壤

．其针叶林以华山松为主q环绕坝区的近山适宜种杉木，橡树、，

一泡桐等速生丰产树种。清代以前，境内森林茂密，花草荟萃，，．，

。一近年绿化中，弓1种的热带、：温带．亚温带植物，均能在境内茂，”

+盛成长，·繁衍后代l二堪称滇中的植物王国：。’。¨。：!“，-：j、，

，i ‘|，；、。。清代及民国时期，境内森林多为土司、地主。恶霸所占有，
‘

。

． ：少量为村，族公有，但多属水源林，如“神{山”i，龙树”，农民
． 占有的山场林木为数极少。．抗日战争阶段，，国民党驻军滥行．
“ ． 砍伐，，平原及近山林木摧毁殆尽，‘。环顾四周，尽皆濯濯童山，‘ ．p

。一

长流水源渐归枯竭，河床淤塞，树庄暴露，●片残败现象审地． ÷

’
处深山的林木，，由于坝区资本家势力的进入，’炼铁!砍伐；。亦 。

r
， 逐年减少每。洛河区法冲乡的光山村，．有六千余亩山场，本来生 ，

，

’’

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民国时期，昆阳县阳陆河夕阳街的地主 ?

。 资本家到此地办起了炼铁大炉，，砍光了森林，不但该村人民由
’j

， 一：-此贫困，，村名也由原来的小栎炭村改为“光山村靠a夕 ．嚏。

j*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矿中．“
，、 共玉溪市委(原为县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原为县人民政府)

。一 ，：。和全体人民群众，年复一年地狠抓林业工作，下决心绿化玉 。

’矗
’

，

‘

，．j 溪一j．．： ∥j；。’一j 1’：·。’二，‘1+j，i。’‘。、：j t．。，?i一 ．。

．， ，、；：；公元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车_1955年，．政府在林业上投资七·’：

一．一千元，造林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四亩，这时的森林复盖率约为百， ，，

．，
·。 分之三十七。公元1956年高级社合作化运动中，：翻了身的各族，·7。

。

．． ，t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旧社会带来的贫困面貌，开始依嚣集体的”．二
i’

’

力量进行育林，’护林工作。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

-： 发展。，党委和政府提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黟的号≥。
。． 召，组织了荒山踏查队，制定了造林规划，全市掀起了史无前

。

例的绿化造林高潮。公路、．农村社队开始了在房前、屋后i，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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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沟旁、水旁营造防护林、风景林、+水源林：并在护林防火
j

，方面，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减少了滥伐森林的现象和森林火-一J ：．

．．灾的发生次数。造林五万三千二百五十六亩，使林业工作前进+． ：；

。。了乙大步。 t‘-一．j’：：：，，：j，·I
4

o’，。，’r4。t 7∥’≥。÷。?。。。+⋯。 7，：

1、‘：公元1957年至1958年，。各公社(1957年为区>管理区<后j‘ ·

称大队)开始建立林场，全面开展营林工作和林副业生产。+o～．， ’，

。． 7但是，毁坏森林树木的事也接连发生oJ
4

1958年由于在山橡2。
。

． 所有制上刮起了．，共产风矿，植树造林工作由于受‘‘高指标修?j，．．．
。 “大任务一的影响，一出现了“浮夸风一，严重地干扰了林业生f ·，r二

+’产的发展。‘大炼钢铁铜，大办集体食堂，全市近山，‘面山的森7 。，，，

。林被砍光八万五千亩(包括水源林。风景林，‘)1961年下半年 一。．

。至1962年2月，‘‘由于所有制不落实，又出现了第=次破坏淼。。．； 一

。林，÷被砍光森林二万余亩，农业学大寨又毁林开荒五万亩。造 。。；· ：，

成森林资源急剧减少。这时的森林复盖率下降到百分之兰十：互’ 一，，| ．

，4点七。公元1963年至1965年，‘全市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六。 一

十条黟和“二十三条一；林业生产又出现了大好形势，绿化造’’i “，

，：。．林逐年增长。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广大农村开展了社会教 一+

．育运动，进一步落实了农0林、1。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 j，：

，| 许多社队先后建立了林业专业队，!，采取了群众性造林和专业j． “|

+队伍造林相结合的办法，广泛开展了以开辟山区经济林样榜山’。j：

’为特点的山区造林运动，全市重点发展茶、桑、果并掀起了以栽1 ，-：：

。桉树，竹子等为特点的坝区四旁绿化高潮。。-+_7一一一¨：、j。，．
’

。：，’，1963年至1965年这三年中，政府在林业上投资四千六百零 ～， ·

·．．七元四角九分f造林五万三千七百六十五亩， √?e?卜，i’ ，2-‘．，
”， 1≯但是1965年11月，在木材可以“自采、。自用、+自育黟；有

一
：1

乏林社队可以与无林社队。互通有无’’，“取消繁琐的批准手
。 ；

’

。续牡的影响下，2违背亍客观规律，．’使全市在二度时期内又出现

{～_’?了砍磐自由’、。．只擎不造的翠等。使境内梦木又孚掣_尊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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