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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森林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森林是人

类的养育者，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森林，而人类则是森

林的开发利用者和培育经营者。在现代，森林被看成是人类的宝贵

资源，社会的共同财富，人民生存，生活的必需条件。泰宁县是林

区，盛世编纂县林业志，起到存史，资政和辅教的作用，有利于念

山林经，有利于发挥泰宁县林业优势。

泰宁县林业志书的资料，下限收集至一九八五年底，资料来源

于福建省档案馆，泰宁县档案馆，泰宁县林业委员会档案室，泰宁

县统计局，当事人，实物现场。林业志设概述，大事记，林业自然

资源，山林权属，林业区划和规划，营林生产，森林工业．林付产

品生产，森林保护，林政管理，林区建设，林业科学技术和学术组

织，林业机构沿革，林业基层单位和附录等。志书是以章节的略古

详今的筒述泰宁县林业历史过程及林业生产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志

书中使用的林业科学术语，名词和名称，以林业部门规定的统一标

准。志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一般采用国务院的统一规定，但从

习惯上有以市亩、担为单位。志书中的行政单位以当时的名称。这

部林业志是为后代留下真实反映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林业行业特

色的专业志书。

泰宁县编纂林业志，自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开始。在编纂林业志

中，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古为今用，重点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的林业生



产活动。编纂林业志由泰宁县林业委员会组织编辑组承担，承蒙县

志办的精心指导，得到有关单位和从事林业工作的同志热情支持。

值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在编纂林业志中，由编辑组同志的群策

群力、辛勤工作，集思广益。经制定纲目，搜集资料，认真编写，

反复充实，数易其稿，始成是书。但是，由于水平和资料所限，难

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使之臻于完善。

一九八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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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泰宁县位于福建的西北部，与江西省交界，北与邵武县接壤，

东与将乐县毗邻，西与建宁县相连，南靠明溪县。地理座标，东经

116。54’一117。24’，北纬26。34’一27。07’，全县总面积二百三十万

一千一百八十六亩，其中林业用地一百八十七万三千六百二十三

亩，占百分八十一点四。

泰宁县地处武夷山脉西南段，南以白石顶(1858米)为最高峰，

北以峨嵋峰(17]4米)为最高，千米以上的山峰有三十个。境内山

峦起伏，山问小盆地成串珠状，错落其间，地形变化复杂，区域差

异较大。地貌类型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和山间小盆地四种。地

质基本上以前震旦系，震旦系片麻岩为代表的变质岩为主：其次是

三送系，朱罗系的煤系地层，第三系赤石群红色砂砾岩及中生代火

山凝灰岩和印支期，燕山期的花岗岩。地质构造：境内属于邵武河

源新华夏系断裂带(呈北东一南西走向)，最古老的岩层有前震旦

系和震旦系，分布在断裂带的东南侧，西北部亦有分布较多的燕山

期和印支期的花岗岩侵入体，地层古老，地壳稳定。表现三个特

征：兜肚形态，层次明显，盆地成串。

泰宁县境内河流多，水力资源丰富，主要河流有杉溪，在城东

汇集北溪、黄溪、朱口溪之水流向西南，建宁濉溪，大布溪，浦溪

汇合金湖。沿岸有大小等串珠式的冲积平原或盆地，尤以朱口杉城

为著。县内有大型池潭水库，中小型水库23座。县内地处中亚热

带，属中亚热带季风型山地气候。热量资源丰富，全县年平均气温

f



17．1℃，一月平均气温5．9℃，七月平均气温26．9℃，极端最低气

温是一9．5℃，极端最高气温38．9℃，日均温≥10℃的年积温

5347．2℃，年日照时数为1747．2小时，初霜一般出现在十一月下旬，

终霜一般在三月上旬，无霜期263；天，霜日30天，雪日4．3天。水湿

条件：全县年平均降水量1775．2毫米，年降水天数179天，年蒸发量

1347．4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6％。年相对湿度84％，全县年平

均雾日152天。一年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地形及土壤质地适

宜发展林业生产。森林资源丰富，全县有维管束植物一千一百五十

七种，其中属珍贵稀有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十二种。森林复盖率

百分之五十六点三，林木蓄积量五百六十六万立方米，毛竹蓄积量

一千二百十四万根。

泰宁县是个林区，据“福建通志”记载： “泰宁县北之山多产

杉木，故县号杉阳。其木大至数围，高至十余丈，远望浓郁，株株

相同”。六朝宋沈怀远诗： “苍山录万寻，涨海涵千谷，高秋香挂

荣，隆冬泉更燠”。北宋叶祖洽状元云： “有山林渔稻之乐，人自

足用”。一九五。年以前由于疆域于偏僻，多山又高，人少，林木

多。在旧中国，林业未被重视，虽有设置官吏，机构，制定些有关

政策、法令、乡规民约。但鉴于经济落后，大部分未能贯彻执行，

收益甚微。森林呈原始状态，林木让其自生自灭，但少数经济林是

裁培的。林木多数是自用的，少数杉、樟、楠木及纸、桐油、笋

干、香菇等产品也外销省内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林业，把林业放

在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位置上。经过我县广大人民群众和林业职工

的艰苦努力，林业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林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包

括造林经营、林政保护、木材采运、木材加工、林产化工、勘测设
，



计、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行业的重要经济部门，成为泰宁县的经

济支柱。如一九八。年县工农业总产值四千七百六十九万八千四百

元，其中林业产值八百二十万一千九百元，占百分十七点一九。主

要成绩是建立了林业机构，制定了有关林业方针政策，大力造林育

林，加强森林经营管理，发展了森林工业，开发建设林区。新中国

成立以来，至一九八五年止共造林七十一万九千九百二十三亩，育

苗五千四百三十六亩，生产木材一百八十七万五千四百八十五立方

米，生产毛竹五百八十万根，生产松脂六十七万一千三百四十三

担。r还有大量的林付产品，如香菇、纸、木竹产品、茶油、桐油、

山苍子油、松焦油、乌桕油等，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泰宁县林业生产建设分下列四个时期：

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为林业建设奠基时期。新中国一成

立，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了首要任务。一九五。年，第一次全国

林业会议制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的

林业建设方针。县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完成了林改，并在农业合作化

中大部份林木折价归社，但林木折价款未兑现。该时期林业行政管

理由建设科划出设置林业科。木材生产由省伐木公司派出机构，即

十三采购组经营，后升格为采购站，支局经营。由于国家把护林防

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依法治林和乡规民约护林抓的严肃，处理及

时，所以呈现群众性的普遍护林，火烧山较少，盗伐和乱砍滥伐基

本没有发生，封山育林取得较好效果。开始采种、育苗、人工造林

更新。木材生产经营以杉木为主，由农民个体转入合作社集体进

行，开始统一经营木材和出境凭证运输木材的调配和管理。完成了

森林资源初查，初步落实了国有林。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为林业建设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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