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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林业志》的编纂工作，在县林业局和修志办的领导和

帮助下，于1982年下半年开始，到1985年12月结束历时三年多

时问。

我们编纂《’林业志》。按照上级要求，本着“纪述一方今昔，

服务四化建设”的宗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思想，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力

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从建国前编写至建国后

1984年底。编写的方法，采取分类竖写，经纬结合。以文字材料为

主，图表和照片结合。文字记述中，即总结有成功经验，也反映了

历史教训，体例为通记体。编写的内容，本着“详今略古黟的原

则，按照林业生产的主要项目，分营林和森工按年代顺序编写。

本志书共分十一章，三十三节。按章顺序标题是《林业概述》、

《组织机构》、《森林的变迁》、《用材林》，’《经济林》、《森

林保护》， 《科研教育》、《森工生产》，《林业基建投资、林

业大事记》，《附录》。全书共约十四万字。编写的过程中，我

们在县修志办的具体指导下，以较长时间查阅和转抄了县档案局，

林业局和省有关部门的档案资料，调查和走访了有关的人和事，共

搜集各种资料约70多万字。在此基础上，分类归档，按章编写。

今天，这本志书问世了，借此机会，我们向省、州林业部门、

向县修志办和档案局的同志，向林业战线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同

志，向印刷厂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我们编写组人员由于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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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文化水平低，编写基础知识缺乏，，又加上是一门新的工作，难

免有错误和遗漏的地方。为此，我们恳切希望省、州，县领导和同

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古丈县《林业志》编纂组

一九八六年一月



目 录

第一章林业概述⋯⋯⋯⋯⋯⋯⋯⋯⋯⋯⋯⋯⋯⋯⋯⋯⋯⋯⋯⋯⋯⋯⋯⋯(1)

第一节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1)

第二节 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2>

第三节森林资源和经营管理⋯⋯⋯⋯⋯⋯⋯⋯⋯⋯⋯⋯⋯⋯⋯⋯⋯(2)

第二章组织机构⋯⋯⋯⋯⋯⋯⋯⋯⋯⋯⋯⋯⋯⋯⋯⋯，．．⋯⋯⋯⋯⋯⋯⋯(5)

第一节林业机构的设置和演变⋯⋯⋯⋯⋯⋯⋯⋯⋯⋯⋯⋯⋯⋯⋯⋯(5)

第二节森工机构的设置和演变⋯⋯⋯⋯⋯⋯⋯⋯⋯⋯⋯⋯⋯⋯⋯⋯(6)

第三节 1984年林业系统机构设置示意图⋯⋯⋯⋯⋯⋯⋯⋯⋯⋯⋯⋯(8)

第三章森林的变迁⋯⋯⋯⋯⋯⋯⋯⋯⋯⋯⋯⋯⋯⋯⋯⋯⋯⋯⋯⋯⋯⋯⋯(20>

第一节树种调查和引进⋯⋯⋯⋯⋯⋯⋯⋯⋯⋯⋯⋯⋯⋯⋯⋯⋯“⋯·(20)

第二节 山林权属的划分⋯⋯⋯⋯．．．⋯⋯⋯⋯⋯⋯⋯⋯⋯一⋯⋯⋯⋯(25)

第三节 森林资源调查⋯⋯⋯⋯⋯·．．．．⋯⋯⋯⋯⋯⋯⋯⋯⋯⋯⋯⋯⋯¨(29)

第四章用材林⋯⋯⋯⋯⋯⋯⋯⋯⋯⋯⋯⋯⋯⋯⋯⋯⋯⋯⋯⋯⋯⋯⋯⋯(34)

第一节林木采种育|苗『⋯⋯⋯⋯⋯⋯⋯⋯⋯⋯⋯⋯⋯⋯⋯⋯⋯⋯⋯⋯(34)

第二节植树造林⋯⋯⋯⋯⋯⋯⋯⋯⋯⋯⋯⋯⋯⋯⋯·⋯⋯⋯⋯⋯⋯“(38)

第三节 国营林场建设⋯⋯⋯⋯⋯⋯⋯⋯⋯⋯⋯⋯⋯⋯⋯⋯⋯⋯⋯⋯(45)

第四节 用材林基地建设⋯⋯⋯⋯⋯⋯⋯⋯⋯⋯⋯⋯⋯⋯⋯⋯⋯⋯⋯(49)
■

第五章经济林⋯⋯⋯⋯⋯⋯⋯⋯⋯⋯⋯⋯⋯⋯⋯⋯⋯⋯⋯⋯⋯⋯⋯⋯(52)

第一节油桐林⋯⋯⋯⋯⋯⋯⋯⋯⋯⋯一⋯⋯⋯⋯⋯⋯⋯⋯⋯⋯⋯⋯·(52>

第二节 油茶林⋯⋯⋯⋯⋯⋯⋯⋯⋯⋯⋯⋯⋯⋯⋯⋯⋯⋯⋯⋯⋯⋯⋯(60)

第三节特用经济林⋯⋯⋯⋯⋯⋯⋯⋯⋯⋯⋯⋯⋯⋯⋯⋯⋯⋯⋯“⋯‘弋64>

第六章森林保护⋯⋯⋯⋯⋯⋯⋯⋯⋯⋯⋯⋯⋯⋯⋯⋯⋯⋯⋯⋯⋯⋯”⋯·(70)

第一节森林破坏的几种形式⋯⋯⋯⋯⋯⋯⋯⋯⋯⋯⋯⋯⋯⋯⋯⋯⋯(70)



第’二节 组织机构和护林队伍建设⋯⋯⋯⋯⋯⋯．．．⋯⋯⋯⋯⋯⋯⋯⋯(78)

第三节林业法规和乡规民约⋯⋯⋯⋯⋯⋯⋯⋯⋯⋯⋯⋯⋯⋯⋯⋯⋯(80>

第四节山林案件的处理⋯．|．．⋯⋯⋯⋯⋯⋯⋯⋯⋯⋯⋯⋯⋯⋯⋯⋯⋯(85)

第七章林业科研教育⋯⋯⋯⋯⋯⋯⋯⋯⋯⋯⋯⋯⋯⋯⋯⋯⋯⋯⋯⋯⋯⋯(88)

第一节科研组织机构⋯⋯⋯⋯⋯⋯⋯⋯⋯⋯⋯⋯⋯⋯⋯⋯⋯⋯⋯⋯(88)

第=节科技人员和科普教育⋯⋯⋯⋯⋯⋯⋯⋯⋯⋯⋯⋯⋯⋯⋯⋯⋯(89)

第三节科研项目和成果⋯⋯⋯⋯⋯⋯⋯⋯⋯⋯⋯⋯⋯⋯⋯⋯⋯⋯⋯(93)

第八牵森林工业⋯⋯⋯⋯⋯⋯⋯⋯⋯⋯⋯⋯⋯⋯⋯⋯⋯⋯⋯⋯⋯⋯⋯⋯(98)

第～节木材⋯⋯⋯⋯⋯⋯⋯⋯⋯⋯⋯⋯⋯⋯⋯⋯⋯⋯⋯⋯⋯⋯⋯(98)

第二节松脂⋯⋯⋯⋯⋯⋯⋯⋯⋯⋯⋯⋯⋯⋯⋯⋯⋯⋯⋯⋯⋯⋯⋯(106)

第三节 县纤维板厂⋯⋯⋯⋯⋯⋯⋯⋯⋯⋯⋯⋯⋯⋯⋯⋯⋯⋯⋯⋯⋯(】07)

第四节木竹副产⋯⋯⋯⋯⋯⋯⋯⋯⋯⋯⋯⋯⋯⋯⋯⋯⋯⋯⋯⋯⋯⋯(108)

第五节林业工会⋯⋯⋯⋯⋯⋯⋯⋯⋯⋯⋯⋯⋯⋯⋯⋯⋯⋯⋯⋯⋯⋯(109)

第九章林业基建投资⋯⋯⋯⋯⋯⋯⋯⋯⋯⋯⋯⋯⋯⋯⋯⋯⋯⋯⋯⋯⋯⋯(111)

第一节营林基建投资⋯⋯⋯⋯⋯⋯⋯⋯⋯⋯⋯⋯⋯⋯⋯⋯⋯⋯⋯⋯(111)

第二节森工基建投资⋯⋯⋯⋯⋯⋯⋯⋯⋯⋯⋯⋯⋯⋯⋯⋯⋯⋯⋯⋯(1】7)

第十章林业大事记⋯⋯⋯⋯⋯⋯⋯⋯⋯⋯⋯⋯⋯⋯⋯⋯⋯⋯⋯⋯⋯⋯⋯(120)

第十一章附录⋯⋯⋯⋯⋯⋯⋯⋯⋯⋯⋯⋯⋯⋯⋯⋯⋯⋯⋯⋯⋯⋯⋯⋯(145)

第一节通知、布告⋯⋯⋯⋯⋯⋯⋯⋯⋯⋯⋯⋯⋯⋯⋯⋯⋯⋯⋯⋯⋯(145)

第二节人物简介⋯⋯⋯⋯⋯⋯⋯⋯⋯⋯⋯⋯⋯⋯⋯⋯⋯⋯⋯⋯⋯⋯(149)

第三节林谚小集⋯⋯⋯⋯⋯⋯⋯⋯⋯⋯⋯⋯⋯⋯⋯⋯⋯⋯⋯⋯⋯⋯(15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林业概述

第一节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我县地处湘西，位于自治州中部，在北纬28023z--一28046／，东径109。451-．一110。16j之

间。东连沅陵，南邻吉首、泸溪，西接保靖，北靠永顺。东西长5 3公里，南北宽41公里。

全县土地l 2 9 7平方公里，总面积1 9 4．6 2万亩。境内处于武陵山脉的山岳地带，

由五里坡，天桥山、牛角山、黑山界、牛路坡、断龙山、高望界等主要山脉组成，是
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

Z麓一、地形，全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大小山脉纵横交错，群山起伏重

叠，小河溪沟分割，耕地小块分散，地形比较复杂，海拔高低悬殊较大，最高的高望界

山峰海拔1 1 4 6公尺，最低的山枣乡马草坪海拔1 5 2公尺，但大部分山地海拔
4 0 0至6 0 0公尺之问。

二、气候：我县属亚热带地区，根据多年的气象资料记载，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严寒较短，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摄氏1 6度，一年中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摄氏

4．6度，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摄氏2 7度。年平均降雨量1 4 0 0毫米左右，一年

中大部分月在1 0 0毫米以上，其中以五月雨量最多。相对湿度在8 2％左右。全年皿

照为1 3 2 2小时。无霜期低山地区2 5 0～2 7 0天，高山地区2 1 0至2 4 0天-

三，土 壤：全县主要有石灰土、紫色土和黄壤三大土类。 (一)石灰土为石灰岩

系上发育的土壤，分布在断龙、茄通和东方、龙鼻、双溪乡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占全

县四分之一。颜色为红色和黄色，土层深厚肥沃，质地粘重，易板结和干旱。 (二)紫

色土为红沙岩系上发育的土壤，分布在山枣、坪坝和高峰、河蓬、岩头寨、野竹乡的部

分地区。总面积约占全县四分之一，是荒山荒地最多的地区。颜色深、土层较厚，土壤

叨理性质不良，容易水土流失和干旱。 (三)黄壤(山地黄壤)，为板页岩系上发育盼

土壤，除断龙，山枣两个乡和草潭乡林场没有外，其余乡、镇、场均有分布，总面积约

占全县四分之二。大部分在海拔4 0 0公尺以上，土层深厚，土壤疏松肥沃，通水和通

气性好，是我县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林业土壤。这三大土类、土层厚度大体可分为

厚、中、薄三种类型，土层一般厚度为4 0～8 0厘米。

四，植被：我县林业用地均为植被复盖，没有光山秃岭，其中木本植物复盖面积

占7 0％以上，草本植物复盖面积不到3 0％。从木本植物看，西部石灰岩地区以柏

木、马尾松、香椿、樟木和油桐、油茶、扳栗等为主要森林植被，南部低山红砂岩地

区，以天然的马尾松，柏木、杉木，自栎、麻栎、毛白杨、化香、黄金条和油茶、油柯

等主要森林植被，东北部和中部板页岩地区，以杉木，马尾松，樟木，梓木、楠木、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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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栎类和油桐、油茶、竹子等主要森林植被构成的常绿针，阔叶混交林。这些森林植

物，在气温，雨量，湿度、光照、土壤等良好的自然条件下，适宜栽培和生长。

第二节 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

我县是土家、苗、汉聚居的山区，据1984年统计局资料记载，全县行政区划为1 8

个乡，一个镇和一个相当公社级的国营林场，177个村，1177个村小组，23314户，总人

口106489人，其中农业户21474户，97511人。历年来，各族农民除种植水稻、玉米、小

麦、红茹、大豆、花生、油菜，芝麻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外，根据山区特点，积极发展

油桐、油茶、茶叶等经济林和松、杉、柏等用材林。饲养耕牛、牲猪和山羊。全县现有

耕地面移】1．73万亩，其中稻田8．5 4万亩，早地3．1 9万亩，农业人平耕地1．8亩。

这些耕地，t自于自然条件差，水旱灾害严重，产量很不稳定，一般年成粮食总产量只有

4000～5000万斤，每年仍靠国家返销粮维持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

生产责任制，粮食获得增产，加上林业补助粮食的核定，近儿年来农民吃饭问题才基本

得到解决。但在经济上还比较贫穷，1983年全县人乎纯收入只有1 5 4元。

交通运输条件，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了较大的改善。全县主要五条溪

河，以永顺交界的酉水河最大，境内流经断龙，茄通、东方和高峰四个乡，全长7 5公

里，一年四季可航运和放运木排。县内的野竹、河蓬，龙鼻，古丈四条溪河，北部流入

酉水，南部流入武水。这些溪河，流量小，落差大。通过整治，每年涨水季节可放运小

木排。在开发和建设边远林区上，七十年代以后，林业部门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和交通部

门一起组织农民大修林区公路，到1984年全县林区公路达8 2 0公垦，各乡及国营林场

都通了车。另外，国家投资修建的枝柳铁路，横跨我县南北的龙鼻、双溪、城关和东方

四个乡，全长2 2公里。由于交通条件大改善，林区森林资源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

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屐。

第三节 森林资源和经营管理

根据县林业局1984年林调资料统计，全县林业用地159．1 4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8I．8％．其中有林地91．60万亩，疏林地4．56万亩，灌木林32．23万亩，未成林造林地

(包括苗圃地)2．82万亩，无林地27．93万亩(内荒山荒地22．46万亩)。有林地面积

中： (一)用材林58．31万亩，其中杉林12．09万亩，马尾松26，96万亩，柏木3．07万亩．

杂木16．19万亩。 (二)经济林31．79万亩，其中油茶林16．97万亩，油桐林13．63万亩，

茶叶0．75万亩，板栗0．18万亩，果木0．12万亩，其他经济林0．14万亩。 (三)竹林1．5

万亩。森林复被率由1957年的26．7％，上升到63．6％(以一t：详见各种林业用地百分比示

意图)。

全县现有活立木蓄识量265．96万立方米，按埘岭分：幼林34．38万立方米，中林

171．65万立方米，成林40．517Y立方米，疏林和散生林木1 9．42万立方米。按树件分：

杉42．37万立方米，马尾松147．41万立方米，构7．65万立方米，杂木6 8．53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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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林业用地面积按乡、场排队。 (一)用材林四万亩以上的有高峰、野竹、坪坝、

龙鼻、双溪五个乡和国营高望界林场。三万亩以上的有茄通、东方、岩头寨三个乡。一

万亩以上的有断龙、山枣、河蓬、城关四个乡和草潭乡林场。 (二)经济林：1、油茶

二万亩以上的有断龙、茄通两个乡，一万亩以上的确东方、高峰、山枣，坪坝、双溪、

城关六个乡，一万亩以下的有岩头寨、野竹，河蓬、龙鼻四个乡及高望界国营林场和草

潭林场。2，油桐一万亩以上的有断龙、茄通、高峰、野竹、坪坝、龙鼻、双溪七个乡，

五千亩以上的有东方、岩头寨，河蓬、城关四个乡，五千亩以下的有山枣乡和高望界、

草潭两个林场。 (三)宜林荒山二万亩以上的有东方、河蓬、坪坝三个乡。一万亩以上

的有茄通、野竹、山枣、双溪四个乡和草潭林场，一万亩以下的有断龙，高峰、岩头寨

戈鼻、城关五个乡和国营高望界林场。按以上林调数字计算，全县人平有5．8亩用材林，

8亩油茶林，2．2亩宜林荒山和2 7个活立木蓄积。因此我县发展林业生产，走山区致

富的道路，基础好，潜力大，有希望。

在林业经营管理上，历年来我县农民有靠山、吃山、养山的习惯。建国前，盛产优

质桐油，曾有“金色油乡，，之称。并流传着“家有千株桐，子孙不受穷”的林谚。建国

后，由于各种原因，三十多年来、林业生产走过了前进～倒退～再前进的历程。在农业

合作化时期，全县因地制宜地贯彻粮油并举的方针，林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橱油最高年产达1 8 0万斤，茶油最高年产量达7 2万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

“左，，路线的影响，各级党委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使林业生产扁现较大的失误，桐茶产量

下降，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级

党委为发挥山区优势，将我县确定为林业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正确贯彻了以林为主的

生产方针，全县出现了全党动手，大办林业的新局面，林业生产又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

展。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林业生产的成绩是主要的，各种林副产品

对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据统计，全县建国后人工造林保存面积2 4．6万亩，其中用

材林8．8万亩，经济林1 5．8万亩。一1-_交各种木材361474立方米，收购桐油194936担，

茶油57653担，松脂1113吨。同时，还出售大量的杂木棒、山杂竹、板栗、白蜡、棕片、

五倍子、药材等林副产品。每年林业收入在农业总收入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成为农民

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致富的主要门路。

现在，全县每个乡都办了林业基地，建立了乡、村林场，组织了护林队伍，还办了

一个相当公社级的国营林场。在组织机构上，县有林业局、林科所、国营苗圃、木材公

司，基建物资公司。各乡分片建立有林业工作站，木材收购站和竹木检查站。1984年全

县有林业干部5 6人，工人1 7 0人，其中科技人员3 6人。这些林业组织机构和人员，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事全县林业技术指导和经营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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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林业机构的设置和演变

建国前，林业行政机构，清光绪末年(公元1907年)古丈坪厅志知抚民事董鸿勋对古

丈发展林业开始感兴趣，曾设矿务疏河种植局提倡桑、茶、竹、果树栽培，然而县花一现，

尔后久无问津。据唐先芹编著的《湖南林业》记载。 ‘‘始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

各县公署设实业专员一人，管理全县农林事宜”。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省政

府建设厅下达训令，决定将全省原三个森林局分别改为第一、第二和第三林务局，并要

求各县设置林务办事处和苗圃。我县当时属第三林务局管理，因交通不便和财政经济困

难，林务办事处尚未建立。直到民国二十六年春(公元1937年，受省建设厅督令，我县

才配备林务专员向竹林，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在县城建立了一个苗圃，这两个

林业机构，因多方原因，在建国前只是有名无实，没有开展工作。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随着林业事业的发展，林业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1 9 5 2年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内，设立林业组，配备干部2人。1 9 5 4年经县人民

政府决定，改组建设科，成立农林水利局，局内设林业股，有干部3人，到1 9 5 6年

6月，经县人委决定，农林水利局分家，正式成立古丈县林业局，局内设办公室和造林

科、桐茶科、经营管理科，下设龙鼻、罗依、河蓬三个林业工作站。配备副局长2人，

-H部职工2 7人。1 9 5 7年9月，县人委决定县林业局改为林业科，局下设立的科改

为股，原2名副局长为副科长。l 9 5 8年3月，根据上级有关通知，县林业科与县森

工支局合并，统一成立县林业局，局内除新成立木材公司外，先后增设办公室、人秘股，

营林股、桐茶股和林业技术指导总站，公社分片在龙鼻、罗依、河蓬、官坝、李家漏

设立五个林业工作站。为了加强领导，县委给林业局配备副局长2人。1 9 6 8年5

月，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县农业、林业、水利三局合并，成立农林水抓革命，促生

产革筹小组，后改为农林水组。1 9 6 9年8月，农林水组改名为农林水服务站，配备

正副站长3人，原各局干部除留少数在机关办公外，其余人员全部进县“五·七”干校

或下放基层锻练，当时林业干部22人在服务站只保留4人。后因各局业务工作难于开展，
l 9 7 0年1 0月，县革委决定撤销农林水服务站，成立县农林局，先后配备副局长

2人正副教导员2人。下放到各公社的农林干部，相应成立公社农林站，农林干部由局

统一安排使用，开展全县业务工作。1 9 7 4年5月，为了适应生产需要，县革委决定

农林局分家，正式恢复古丈县林业局，到l 9 8 4年，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先后配备局长

2人，副局长1 0人。局内增设办公室和人事股，计财股、营林股、森保股、种苗站、

林业调查队并在高峰、城关、东方，岩头寨、河蓬五个公社成立林业工作站。全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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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职工8 5人(其中干部2 4人)，比1 9 5 6年新成立局时人员增加8人，(各乡、

镇均设林业服务站)。

林业局下属机构，除森工系统外，营林方面有：一、国营苗圃，1 9 5 8年2月县

人民政府批准在茄通乡洞．卜坪县办农场建立一个附设苗圃，开始试育苗木。第二年春，

苗圃与县办农场分开，县政府决定在罗依正式建立黑谭国营苗圃，地址设枞树坪，有工

人8人。事后因各种原因，先后停办三次，共七年时间。1 9 7 8年7月，根据林业生

产需要，县革委决定恢复县国营苗圃，地址设河西县林科所，人员和土地由所统一安排。

苗圃的建立和恢复，为我县农村和机关造林绿化提供了大量苗木。二、国营林场，
1 9 5 8年3月经．|：级批准，我县在高望界地区新建国营古丈高望界林场。初建场时，有

管理干鄙4人，下放干部2 4人，还附设一所半工半读林业中学。1 9 6 0年3月到

1 9 6 1年7月，为解决粮食问题，曾办过农林垦殖场。1 9 6 3年冬在酉水河沿岸，扩

建了河西分场，后因各种原因，于1 975年停办。1 9 7 9年10月，在县委工作组的领导

和帮助下，实行场队联合营林，联营后林场成为全民经济和集体经济并存单位，行政上

由县人民政府领导，业务上由县林业局领导。建场二十多年来，随着林业生产的发屐，

林场先后配备9名正副场长，安排和招收一百多干部工人。另外经县委同意，1 9 7 9

年元月新建了国营草潭分场，建场后，配备正副场长和5名管理干部，没有招收国家工

人，组织领导权限和联营后的高望界林场～样。这两个林场建立后，为我县的造林绿化

作出了一定贡献。三、县林科所：1 9 7 5年1 2月为开展林业科研工作，县革委决定，

在原河西分场建立古丈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建所时，有干部和工人8人，到1 9 8 4

年增加到1 4人(包括国营苗圃)，其中科技干部4人，有3人担任了正副所长。九年

来，该所在林业科研和科普工作上取得了～定成绩。

第二节 森工机构的设置和演变

建国前，没有设置森工机构。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森工机构逐渐发展壮大。1 9 5 3年由森工酉水支

局，在我县罗依溪设立木材收购小组，配备干部6人，负责全县木材购销工作。1 9 5

6年7月经上级批准，正式在古丈县城成立古丈木材支公司，配备副经理2人，干部、

工人2 2人。公司下设罗依溪、龙鼻咀和河蓬三个木材购销组。1957年7月和1 2月，

木材支公司分别玫名为古丈森工支局和占丈县森工支局，配备剖局长1人，干部、工人
2 0人。下设罗依、龙鼻、野竹、高峰四个木材采购组。1 9 5 8年3月按上级要求，

森上与林业饥构合并，统一成立占丈县林业局，原县森工支局玫为木材公可，下没计

财股和产销股，行政和此务由县林业局领导。合并后，配备副局长2人。1 9 6 2年1

月，根据工作和生产需要，县人委决定森工与林业机构分开办公，原木材公司改为古丈

县森林工业局，有副局长1人，干部、工人3 8人，局下设人秘股、计财股、产销股。

公社分片在罗依、官坝、龙鼻、野竹成立四个木材收购站，并在沅陵新建了木材转运站。

1 9 6 4年1 0月，为考虑上下级对口，县人委决定将县森林工业局改为木材公司，

行政和业务由县林业局领导，配备经理1人，干部、工人3 5人，股和站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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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县成立木材公司革命委员会。先后配备主任3人。副

主任3人。1978年9月，公司革委会撤消后，县革委决定恢复县木材公司，行政和业务由

县林业局领导。公司恢复后，先后配备经理3人，副经理1人。下设罗依、龙鼻、田马、

野竹、太坪五个木材收购站和万岩木材调拨站。在木材出口管理上，分别在罗依溪、龙

鼻咀、田马寨和酉水河四处水陆交通要道，增设四个木材检查站。到1 9 8 4年全公司

共有干部、工人7 5人(其中干部2 3人)比1 9 5 6年增加3·4倍。

为开发边远林区，解决议价材经销问题，1 9 7 9年9月，县革委决定增设县木竹

制品公司，后改为林产品经销公司，配备经理1人，干部、工人1 0人，行政和业务由

县林业局领导。1 9 8 2年1月，按照L级要求，撤消本机构，人员和业务合并到木材

公司，”由公司负责领导和管理。根据林业建设需要，1 9 7 9年1 2月，县革委决定增

设林业基建物资公司，配备经理1人，干部、工人8人，负责管理全县林业基建投资和

建设，行政和业务由县林业局领导，到1 9 8 2年干部和工人保留9人，其中干部3人。

另外，我县1 9 8 1年3月，经上级林业部门审批，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县城筹建年

．产两千吨的纤维板厂一座，计划总投资4 8 0万元。

以上机构负责人名单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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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年 月 机构名称 职务 姓 名 年龄 文化 备 注

1 9 5 6 6 林业局 副局长 张光品 2 7 初中

12 林业局 副局长 石源喜 4 5 高小

1 9 5 7 9 林业科 副科长 张光品 2 8 初中

9 林业科 副科长 石源喜 4 6 高小

1 9 6 8 6 林业局 副局长 刘忠庸 8 6 初中

6 林业局 副局长 张光品 2 9 初中

1 9 6 5 5 林业局 局长 石金碧 4 l 高小

1 9 6 8 5 农林水革筹小组 组 长 肖辅成 3 1 中专

5 农林水革筹小组 副组长 李祖顺 8 1 初中

5 农林水革筹小组 副组长 邓海勋 2 5 中专

1 9 6 8 10 农林水组 组 长 龙短杰 4 2 大专

10 农林水组 副组长 罗会武 3 4 初中

10 农林水组 副组长 李祖顺 8 1 初中

10 农林水组 副组长 肖辅成 8 2 中专

1 9 6 9 8 农林水服务站 站 长 龙显杰 4 3 大专

8 农林水服务站 副站长 文启旺 3 9 初中

8 农林水服务站 副站长 李祖顺 3 2 初中

1 9 7 O 10 农林局 副局长 龙显杰 4 4 大专



任职年 月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名 年龄 文化 备 注

1 9 7 O 10 农林局 副局长 张永胜 8 7 初中

10 农林局 副教导员 黄生政 4 2 初中

1 9 7 2 3 农林局 教导员 邓德轩 4 0 初中

1 9 7 4 6 林业局 局 长 张世奎 8 5 初中

4 林业局 副局长 龚义华 8 0 大专

l 9 7 8 l 林业局 副局长 宋太琪 4 5 初中

6 林业局 副局长 向天华 4 7 初中

9 林业局 副局长 邵朝福 8 8 中专

l 9 8 O 2 林’业局 副局长 张印杰 4 6 初中

1 9 8 1 1 林业局 局 长 邵朝福 4 1 中专

1 林业局 副局长 向光训 4 5 初中

12 林业局 副局长 周盛明 4 8 中专

l 9 8 8 2 林业局 副局长 杨敬吉 5 6 初中

4 林业局 副局长 肖辅成 4 6 中专

1 9 8 4 1 林业局 副局长 梁明金 2 9 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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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塞星莶些工星熟抱鱼壹厶垒整．④

任职年 月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名 年龄 文化 备 注

1 9 6 6 12 办公室 主任 谭维城 8 2 高中

12 经营科 副科长 文启旺 2 8 初中

12 桐茶科 副科长 黄光兴 2 8 初中

1 9 5 8 7 人秘股 副股长 代世民 2 1 初中

7 桐茶股 股 长 文启旺 2 8 初中

7 罗依溪林业站 站长 荆庚午 2 8 中专

7 河蓬林业站 副站长 宋心林 2 5 高小

7 龙鼻林业站 副站长 杨立成 2 6 初中

-1 9 5 9 11 人秘股 股 长 文启旺 2 9 初中

11 计财股 副股长 许鳌 8 1 高中

11 产销股 副股长 贺方梓 8 O 中专

11 桐茶股 副股长 王光召 2 7 高小

11 东方林业站 副站长 陈开尧 2 5 初中

11 断龙林业站 副站长 土锡楼 2 7 高小

11 高峰林业站 副站长 石绍金 2 5 初中

11 野竹草潭站 副站长 陈运钧 2 9 初小

1 9 6 4 11 林业技术总站 副站长 杜树敏 8 6 高中

11 东方林业站 副站长 吴顺发 8 7 初中

11 默戎林业站 副站长 王锡楼 8 2 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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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星丛堕芝王厘扭捡负责人名单③

～

任职年 月 机构名称 职 务 姓名 年龄 文化 备 注

1 9 6 4 11 城关林业站 副站长 唐英秀 8 3 初中

1l 河蓬林业站 站 长 荆庚午 3 4 中专

2 茄通农林站 副站长 包健刚 3 8 中专

1 9 7 2 2 高峰农林站 副站长 张安球 4 5 高小

2 默戎农林站 副站长 王锡楼 4 0 高小

2 坪坝农林站 副站长 龙吉昌 4 4 高小

1 办公室 主任 文启旺 4 6 初中

1 9 7 6 12 城关林业站 副站长 向秀清 4 7 高小

1 9 7 7 10 办 公室 剐主任 彭善贵 4 1 大专

1 9 7 8 10 县林科所 所长 蒋庆云 4 2 中专

1 9 8 1 lO 县林科所 副所长 严人杰 5 4 中专

9 办公窜 主任 祁光荣 4 7 中师

l 9 8 2 9 营林股 副股长 周跃家 2 9 大专

9 经济林股 副股长 梁明金 2 7 大专

6 营林股 股 长 周跃家 8 1 大专

1 9 8 4 6 森保股 副股长 汤新华 2 7 中专

8 计财股 副股长 张云俊 8 l 初中

8 种苗站 副站长 吴新春 2 7 中专

8 县林科所 所长 杨昌松 4 6 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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