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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泸水县林业志》是一部泸水县部门专业志书。全志以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如实记

述泸水县林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林业战线所取得的成果，反映林

业在泸水县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本志为章、节、目体，由概述、大事记、志、表、图、

附录构成。

三、本志记事时间断限，以中华民国元年起，1949年以后

为主，部分历史事实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98年，并部分下延

至志书脱稿时。

四、本志资料来源，主要由编撰人查阅泸水县档案资料、怒

江州档案资料及丽江、保山两地档案资料，以及县林业局档案资

料为依据，走访知情者所得口碑材料佐证汇集而成。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朝代纪年和民国纪

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行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和建立后，均称“解放前”、“解放后”。

六、本志力求以类系事，纵述始末，直书其事，叙而不议；

行文重简洁、朴实；除个别引用文字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

七、本志中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依各时期原样，个别用现行

国家标准单位。

八、本志政区1986年碧江撤治后古登、洛本卓划归泸水，

两地内容由此记人本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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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水县林业局局长祝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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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泸水县林业志

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还涉及政治问题。历次政治形势的变动，对

林业的发展极为敏感，如“大炼钢铁”、“十年浩劫”等，每次都

使森林资源遭到重创，使林业的发展曾几度陷入逆境。即使这

样，事业的责任感驱使广大林业工作者始终保持忘我的劳动热

情，林业建设队伍不断壮大，硕果累累。每年的植树造林、护林

防火、林政与林业公安、森林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无不超额完

成。根据各时期建设的需要，我们完成了森林资源清查、林业区

划、森林经营方案、森林分类经营区划、历年采伐限额指标的编

制、·商品经济林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和澜沧江防护体系工程建设

的调查、规划设计等。上述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我们林业工作

者汗水的结晶，全面地体现了我们林业工作者的智慧和艰辛。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林业建设者们将永远潇洒、

年轻。 ．

泸水县的林业事业历经了50多年之后，欣逢盛世修志的大

好机遇，在省、州林业主管部门，泸水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指导

下，林业局适时地组织了县林业志编写的浩繁工程，在全局职工

的支持下，几名老同志身负重任，收集了大量的史料，查阅各时

期的档案，走访了有关人士，经过近两年的含辛茹苦，一本内容

丰富、客观、翔实地记述林业事业的志书，终于完成了。在此，

我代表泸水县林业局全体干部职工，向历来关心支持泸水林业工

作的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以及历任老局长、离退休老同志表示

衷心的感谢!

以史为鉴，认真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林业，为我县早日建成绿色经济强县作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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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泸水县木材公司经理 何 荣

《泸水县林业志》编纂出版，是我们林业工作者的一件喜事，

值得庆贺和高兴。在此向编纂林业志和为志书的编纂付出心血的

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泸水县地处西南边陲的横断山脉中，地形特殊、山高坡陡、

气候多样，呈立体型气候，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泸水经济建设的

基础。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很好的

开发。新中国成立后林业事业才逐步获得发展，使森林成为人民

生活必不可少的资源而开发利用。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农业的发展，水土的涵养

与保持，气候的调节，生态平衡的维持都与林业有密切的关系。

40多年来，我县林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认真贯

彻林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工作，加强了对

森林的保护和利用。其间虽然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但

是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林业工作者的辛勤奋斗，爬山涉

水，不怕艰苦，勇于流血流汗，始终战斗在林业岗位上，不断进

取总结经验，认真推广科学技术，引进优良树种，我县林业的发

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木材生产成为商品化，促进了森工企业的

发展。累计修筑林区公路103．6公里，支援国家商品材22万余

立方米，上缴利税2194万余元。满足了国家和人民生活对木材

的需求，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发展了泸水县的经济建设。

《泸水县林业志》记载了泸水林业发展的演变过程，记述了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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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它历史地、客观全面地、科学地、系统地记

述了泸水县地理环境和在这环境内生长变化的动植物资源，以及

如何从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的实践过程和经验。

这是今后林业建设的借鉴，科研工作的依据，对当代和后人都具

有启迪的重要作用。

希望这本《泸水县林业志》尽快与林业工作者见面，让其早

日成为我们的教科书。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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