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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来《连江林业志》1送审稿牧悉。

．林业志的编纂工作历经艰辛，经三次评审修改终于脱稿．++、．

经县地方志编委审定，该稿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连江林业：

发晨的历吏和现状，内容丰富，资科翔实+，编排合理，脉络，．·

清晰，层次分旺，文字亦较朴实流畅，符合志书的体铡要求j

经研究并报县委宣传部审核，同意发排付印． 。’

‘希望在出版前再认真核对有关史实孝数据j文1字上再作1‘

必要两推鼓和滤色，并切实搞好校对工作，全方位提高志书 I

的质量，使第一部社会主义薪转业．志更好发挥资政，教化和

存吏的作用．．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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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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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山地广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具有发展林业的优势。连

江营林历史久远，人民素有移竹插杉培育林木的良好营林习俗。但在

·旧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抑制了林业的发展·建国后，在党和

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全县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连江林业已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县有林地已从1953年的21万亩发展到78．4万4

亩。森林复盖率从12．6％提高到46．8％·林、·果、茶、竹基地已形

成规模，生态环境正日趋改善，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同步‘
’ ‘·7

增长。
‘

。．+

．， ‘：

《连江林业志》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详实

。的内容，简朴的文字，客观地记述了林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经验与，

教训·它为连江林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今后林业发展中的重大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一部珍贵的林业专业史料。

。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连江

地处沿海，与马祖列岛一水相连，发展林业不仅能推进我县经济建设，

． 而且具有促进闽台交往、祖国统一的特殊作用。我深信，《连江林业．

志》的面世，必将激励全县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崭新的面貌、

开拓进取的精神，为连江林业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连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林学忠

1995年12月1日



序二
’+连江县背山面海，林业用地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63．36％，：气候

温暖，雨量充沛，适宜林业的发展。
‘‘ ‘

’连江沿海是风、沙、水、旱自然灾害的多发区。连江又是全省重

点渔业产区，渔业生产要求林业源源不断提供木、竹、桐油等渔资产

品。所以，森林的培育，。林业的发展是连江人民维生、致富的根本途

径之一，也是对国家作贡献的主要生产内容。

建国四十多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林业生产。在党

的领导下，连江人民坚持不懈辛勤劳动，致力抵制、排除干扰和失误，

使连江林业不断发展，到1992年实现基本完成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绿化

的历史任务。全县有林地面积从1953年的21万亩发展到78．4万亩，

森林复盖率从12．．6％提高到46．8％，沿海置绿色屏障保护之下，林、

果、茶、竹基地己初具规模，基本解决连江人民生活能源、生活用材

以及部分渔资产品生产用材。林产品市场从农村几家作坊、木竹栈，发

展为初具规模的木材、竹材t，香菇等加工生产线和专营市场。森林综

合利用、林副产品的生产加速了山区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林区面貌。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时代的要求，也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连江林业志》是连江建县以来第一部专业志，

它遵循“详今略舌"、“立足当代"的原则，系统地记述连江人民营造

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发展林业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记述发展

林业艰辛履程的经验和失误。记述林业战线的功臣和事绩。它将为连
2

．



江“四化"建设的重大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是连江新方志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福州市第一部县级林业专业志。在此，。特表示

祝贺! ：。；

《连江林业志》是在中共连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完成

的。它的编纂出书是各方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县委、县人民

政府对林业志的编纂工作十分重视，并予极大关心和支持。县林业局

林成竹局长自始至终精心组织，积极参与，严把质量关。编写人员更

潜心耕耘，四易篇目，数易其稿，最后终成书。籍此，我们谨向热心

支持、关心林业志的领导和同志们深表感谢l 、，

．。

值《连江林业志》出版之际，让我们携手并肩，拥抱福州山山水

水，借鉴历史指导当今，共同为福州林业逐步向现代化大林业的宏伟

目标迈进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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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

族繁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连江有106．5万亩的林业用地(未含

马祖列岛)，自然条件优越，是发展林业的一大优势。

林业具有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经营面积辽阔、资源恢复艰

巨、产业结构复杂、“经营活动社会性强等特点，因此，发展林业是一

项比较艰巨的事业。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连江

林业己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连江林业的成就，是从事和关心林业事业

的广大干群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晶。
’

j

当前正处于国泰民安、百业兴旺的大好时期。盛世修志，’适得其

时。《连江林业志》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在编志

同仁的大力协助下，编写人员广泛收集资料，认真查阅档案，多方拜

访林业战线老前辈；根据体现地方特色、专业特点、时代特征的要求，

本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经9年多的努力，现终于完成了

编纂任务。《连江林业志》用科学的观点，详实的内容，记述林业发展

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将为连江林业的发展提供可贵的借鉴，达到

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
、

连江县林业局局长 林成竹

一九九五年11月8日
．

一



．一 h一凡 ’’例．
、、

．’ ‘、：1一。’t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
‘、 ：，。

．，．
。

1．+ ，， ：‘j ，，
，．

，，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记
：‘ j

。”·’ ： ’； ‘。， 。， j
‘_一

述连江林业的史实。

，

二、记述年代，上限溯及1363年，下限断至1992年’。．本着“详
～， ，．

‘‘，， ，

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江林业的史实，力
。，

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力求体现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

． 三、本志采用序、述、记、志、传、图、表、J照、录各体，以志

为主。全志结构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

四、本志行文j除摘录古籍文言文外，均用语体文。文风力求简

朴、流畅。

五、数字应用，除个别习惯用语用汉字表示外，均用阿拉伯数字。

六、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建国前掏依各历史时期原琶不作换算。

建国后计量单位以公制为主，面积用市亩。
‘

5



七、本志资料来自省、宁德地区，县档案馆、省图书馆的有关文

献；以及现场采访考证和调查记录。所用数据系县统计局、县林业局
、I

j
一‘。

∥

和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 j

。‘

·
，： ：

。
t‘～

、．

八、本志建国后各统计数字均未含马祖列岛。
t ． ： t： ‘t

九、本志所言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

一

立为界。 ．

十、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

成立后用公元红年。’ ，
·‘{

- ～ 。，’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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