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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西双版纳州林业局局长 唐承贵

人事有代谢，往事成古今。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是历史的见证和借鉴。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志》，在省林业厅林业志办公室、州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

兄弟单位的支持配合下，经过编辑人员八年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局职工，集思广益，通力

合作，现终子成书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我作为一个在西双版纳长期从事绿色事

业的老林业工作者，其喜悦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对此，我表示衷心祝贺，并向为编志而

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这部志书，是我州林情资料的载体，它内容广泛，翔实具体，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反映

了西双版纳州有记载以来林业发展的各历史进程和状况，不失为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

化”作用的好书。

西双版纳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热带雨林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块宝地。40多年来，

全州林业几经风雨，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坚持了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化林业改革，在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总方针

下，认真执行我州制定的“以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利用”的林业指导思想，加强森林保护，大

力开展以经济林为重点的植树造林，积极发展林产品加工工业。通过努力，逐步实现了四

个转变，即：指导思想由单纯的保护向以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利用方面转变；产品结构由单

一项目向包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多项目转变；经营管理由简单粗放向集约科学化方式

转变；经营模式由零星小农经济向规模化大产业方向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靠上级的．

正确领导，靠全州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和州内1400多名林业职工奋力拼搏的结果。

林业既是、一项重要产业，又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兼有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效

益。搞好林业建设，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加快边疆

地区建设，振兴我州经济的重要产业。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版纳林业充满信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方位进行改

革开放的今天，在各级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全州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

彻执行林业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版纳林业必

将迈上一个更新的台阶。让动植物王国皇冠上这颗绿宝石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芒!

<／



2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志

愿绿色明珠永存(序--)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局局长 曹孟良

西双版纳为什么这样美丽?因为有了这一片绿色的热带雨林。西双版纳为什么这样

神奇吸引着千百万国内外游客，吸引着多少仁人志士?因为有了这一片神奇的热带雨林．

古往今来是这片神奇的雨林养育了西双版纳各族儿女。+
’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西双版纳这片美丽的森林，为了她的永存，多少年

来，多少仁人志士、边疆各族儿女为她“甘洒热血、写春秋”，多少年，多少代造就西双版纳

人民热爱自然、热爱森林、保护森林和保护野生动物的高尚情操。傣族人民在生活中已流

传这样的谚语：“没有森林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田，没有田就没有粮，没有粮就没有生

灵”，可见人类离不开森林．
、 ，．

西双版纳是我国动植物资源及其物种极为富集之地，是我国的一颗璀灿的绿色明珠，

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以其强烈的民族生态观

和勤劳智慧，创造出了独特的庭院经济，使这片热带雨林延续了许多世纪，并以此为基础；

保持和发展了西双版纳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随着本地区的人口的急剧增长和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锐减及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西双版纳保

护热带雨林和发展经济的矛盾和焦点。为了使人们充分认识、了解人类离不开森林的重要

性，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西双版纳州委、州人大、州人民政府、州志办和省林业厅林业

修志办的关心重视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志》终于在州林业局林业志办公室全体

工作人员，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在广泛搜集资料，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编

写出来。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较详细地记述了我州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变迁及

林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与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

志》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是我州林业工作者研究探索林业工



凡 例 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州林业的历

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部门志体例编纂，但又打破行政管理界限，凡属全州的林情，均尽力收集人

志。

三、本志设述、记、志、录诸体。以志为主，按章、节、目排列，少数目下设子目。图、表穿

插于各有关章节，作为文字记述的补充。顺时记述，上限因事而导，尽量追溯，下限至1995

年． ＼‘

四、本志所记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如动、植物名录等，仅记其分布、数量等情形，其它

如生物学特征等一概从略。

五、本志所记行政区划及相应机构、单位名称等，均按变动实情记述。单位名称，首次

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六、本志所记人物，仅记其与林业有关的言论、活动。

七、历史纪年一律用当时称呼，夹注公元纪年．傣历、民国及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
字．

八、本志计量单位，不作统一标准计算，个别保留历史原称。

九、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省、州、县和本局档案资料或成书资料，或有关人员回忆

材料．属全州性数据，以州统计年鉴为准，本部门的以本局和林政统计为准，除个别作括注

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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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边疆，地处全球北回归线以南，纬度较低，系亚

洲内陆向中南半岛的过渡地带。东、东南和西南与老挝、缅甸接壤，西北与澜沧县、孟连县

相连，东北、北部与江城县、普洱县、思茅市相邻。

全州辖勐海、景洪、勐腊3个县(市)，40个乡(镇)，198个村公所(办事处)，2098个村

民委员会。州内还有11个县级农场。全州总人口817772人(据州统计年鉴1995年底

数)。其中：非农业人口146389人，农业人口671383人。全州是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

区，有傣、汉、哈尼、拉枯、布朗、彝、基诺、瑶、回、白、佤、壮、苗等18种民族。全州总面积

19199．58平方公里(根据1995年6月验收的全州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汇总统计数)。其中

林业用地1600814．1公顷，占全州总面积的83．4％，非林业用地319143．9公顷，占全州

总面积的16．6％。

本州全境位于横断山系纵谷区的最南端，系澜沧江下游及其支流切割而成的开阔中

低山地。东部为无量山山地，西侧为怒山山地的余脉，中部为澜沧江及其支流侵蚀的宽谷

盆地。总的地势是由北向南逐渐倾斜缓降，但从地形地貌看，是四周高，中间低，形成群山

环抱的众多宽阔盆地。最高点为澜沧江西岸的桦竹梁子，海拔2429米，最低点是南腊河与

澜沧江交汇入口处，海拔475米。

本地区因地质古老，土壤肥沃多样，地形地貌丰富多彩，高温多雨，湿润、静风等复杂

多样的气候条件，形成了森林植物竟相峥嵘，种类繁多。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为国内外植

物学界所注目，素有“植物王国”之称。据统计已知高等植物3500多种，占全国植物种数的

12％左右。主要的森林植被类型有：热带雨林类型中有季节性雨林和山地雨林；热带季雨

林类型中有半常绿季雨林，落叶季雨林和石灰山季雨林；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类型中有季

风常绿阔叶林，苔藓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中常以针叶林和常绿阔叶林组成混交林；暖

性针叶林中有暖热性松林．境内还有竹木混交林等。

西双版纳茂盛的热带雨林和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也给各种野生动物提供了生长繁

殖的良好条件。据《西双版纳动物志》记载，全州已知的动物群有10余个门类，其中：脊椎

动物有762种，无脊椎动物3000余种。有鸟类455种，鱼类92种，两栖类44种，爬行类63

种，哺乳类108种。历来被誉为“动物王国”之称。

西双版纳森林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民国时期，十二版纳(今

西双版纳)各县区调查森林状况，据称“面积广阔，大都崇山峻岭，森林茂密，古木参天芝。建

州后，据1955年初步勘察，全州有森林面积81．2万公顷，占全州总面积的42．3％(不包

括灌木林)。1980年全州森林资源第三次清查，有林地面积下降为56．93万公顷．占全州

总面积的29．62％，减少了24．27万公顷。

造成森林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生产、生活能源耗材(柴)量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

增长过猛，1953年建州时，全州只有23万人，1963年35万人，1985年达到69．1万人。在

电力、煤炭能源未开发之前，全州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需能源均靠烧柴，每年耗柴量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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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15～25万立方米，最少6"-10万立方米，高达80万立方米(含生产燃料)，加上民用、

公用建筑用材，年消耗量达100万立方米以上I二是山区生产方针较长期未能解决，历史

沿袭下来的。刀耕火种”落后生产方式，一时难以改变，在人El增长的情况下，毁林种粮突

出，如1958～1962年，全州毁林开荒61．83万亩，年均12．4万亩。加上片面强调以粮为

纲，提高征购，致使毁林强度加剧；三是山林权属长期未定，管理责任不明确，保护森林资

源措施不力；四是盲流人员多次进入本地林区扎营建寨，致使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破坏森

林严重；五是农业生产、生活用火不慎，导致森林火灾连年发生，造成林木损失较大等等。

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

特别是1984年颁布、实施《森林法》后，西双版纳州、县党委和政府，加强了对林业工作的

领导，把林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调整扩大西双版纳自

然保护区，由原来的三片69万亩，扩大为五片362万亩，并相应地建立了各级管理机构l

调整减免了山区、半山区的公余粮，减轻了山区农民的负担；积极解决能源问题，以保护森

林、生态环境，恢复发展林业建设。在机关、厂矿、农场、城镇，逐步实行、推广以电代柴，以

煤代柴，改灶节柴，推广沼气等功能，减少森林消耗；根据省委、省政府文件指示精神。于

1981～1982年和1987,*--,1988年，彻底清理盲流人口，查处严重毁林案件；山区执行以林

为主．林农牧结合，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生产方针。在开展多种经营的同时，逐步调整山

区农业结构，扶持山区农民发展经济林木；同时，在全州开展了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

到户工作，调整、放宽了林业政策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充分调动了全州各族人民保护森林

资源、发展林业建设的积极性。

从1991年起，西双版纳州相继制定、公布了《澜沧江保护条例》、《森林资源保护条例》

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在实施《森林法》和上述三个条例的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法

治林，有力地保护了西双版纳森林资源，加速了林业建设的发展。

40多年来，在恢复、发展、建设西双版纳林业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经过了三

起二落的曲折阶段。

1951～1957年，主要是恢复和发展阶段，首先是安定各民族间的团结，促进恢复、发

展生产，逐步固定耕地，减少毁林开荒面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提高各族人民爱林护

林的积极性，在保护原有森林的基础上，适当营造各种经济林与薪炭林，逐步试种一些珍

贵用材林，如柚木、铁力木、红椿之类。这期间，虽造林面积不多，但由于人口增长不大，耗

材(柴)量不十分严重，故森林覆盖率，仍稳定在50％左右。

1958""1962年，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受瞎指挥、浮夸风等影响，森林被大

量砍伐。这期间，毁林开荒60多万亩，被山林火灾烧毁林地237万亩，使森林覆盖率下降

为36％。

1963----1965年，全州各县执行思茅地委“关于边疆地区应切实注意保护森林的通知”

精神，适当减轻山区公余粮，通过宣传教育，毁林开荒逐渐减少。据统计，1963年比1962

年下降28％，1964年比1963年下降12．7％，1965年全州毁林开荒下降到3．7万亩，又比

1964年下降65％。与此同时，州、县加强了森林管理，相继成立了州、县。山林管理委员

会”(后改为“护林、造林委员会”)。通过加强管理和宣传教育工作，逐渐纠正了那些认为西

双版纳。山大树多，烧点儿算不了什么?栽不栽树，没什么要紧”等错误认识。此间，还建立

了两个轻木林场．共引种营造轻木和其它经济林木40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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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期间，有关林业政策法规被践踏，各级政府和

林业管理部门被冲击，工作瘫痪，各种林业规章制度被废除，毁林开荒有增无减，森林资源

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据1975年全州森林资源清查，全州森林覆盖率下降到33．9％。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林业建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特别是“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各级党委政府，加强了对林业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了各级护林造林机构，根据

州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全州“在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大力开展绿

化造林”的林业方针，以此作为全州林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并实行了林业工作

行政首长负责制，把工作的责任，真正落实到各级领导的肩上。

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林业工作的认识。各级政府和林业

部门，经常性地利用一些重要节日、节气时，如：“环境保护日”、“爱鸟周”、“植树月”和防火

季节，采用会议、出宣传栏、制作宣传图片、张贴各式宣传布告、标语，印发“防火通知书”，

放映电影、录音、录像等形式，用不同语言文字，对机关职工和广大农村群众进行宣传教

育，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林业工作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增强了爱林护林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据统计，到1995年止，全州累计出动宣传车900辆(tk)，印发各种汉、傣

文宣传品72．1万份(册)。

三、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森林法”颁布以后，中央和省相继制订了一系列配

套的条例、法规。我州在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颁

布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澜沧江保护条例”、。西双版纳傣族tl治州森林资源保护条例”、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天然橡胶保护条例”

等林业法规，迸一步完善了法制建设。同时，充实和健全执法队伍。除州、县林政管理人员

外，先后组建了林业公安局、森林武装警察大队和森林经济民警共194名，为依法治林提

供了组织保证。

四、划定了自然保护区，加强管理。西双版纳是全国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块热带雨林，为

了切实保护好这片珍贵的大tl然遗产，1958年在国内外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倡议下，经省

人民政府批准，划定了勐养、勐仑、勐腊和大勐龙四片自然保护区，后几经调整，扩大为国

家级的保护区共五片(勐养、勐仑、勐腊、尚勇、曼稿)和省级的小流域自然保护区(纳板河

保护区)一片，总面积为26．8万公顷，占全州土地面积14％，使全州的重点资源得到有效

保护。一 ．’．

五、增加投人，多渠道筹集资金。为保证林业建设的需要，多年来，从中央、省到州、县

各级政府，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一定规模的资金，林业部门自身也积极挖掘潜力，自筹资

金，用于林业建设。全州资金的来源主要有：国家投资、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它资金。据

统计，仅从1986年到1995年，上述各项经费投入共计4892．68万元。这些投入，有力地支

持了林业生产建设项目，促进了全州林业事业的发展。

六、依靠科技发展林业，走科技兴林之路。建州40多年来，我州林业科技队伍不断壮

大成长。1973年，州林业局成立时，全州有林业职工348人，其中：大、中专生只有56人．

占职工总数16％。经20多年的培养与发展，到1995年，全州林业职工增加到1448人(含

自然保护区)，有大、中专生技术干部384人，占职工总数26．5％。其中：获高级职称的4

人，中级职称38人，初级职称125人，有学历尚未评定技术职称的217人。这些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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