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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5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

延春等领导到莽山林场检查工作(一排右二
为王延春．二排左四为省长孙国浩，二排左
二为省委副书记王治国，二排左五为省人大
副王任沈瑞庭)。

一
1 993年8月．湖南省省长刘正(时任省

政协主席，左二)到莽山森林公园考察(前
排右一为郴州地区政协联工委主任周名修．
前排右二为莽山林管局党委书记兰春寿．左
一为林管局副局长陈华秀)。

1 993年8月，中国林业专家、林业部研 1 993年1 1月，芬兰国家林业和公园管理

究员宋朝枢(中)到莽山考察保护区升级工 局局长、欧洲自然保护委员会常务理事马

作。 迪·赫尔明尼到莽山进行生物多样性考察。

1994年6月，湖南省省长陈邦柱(中)

考察莽山自然保护区(右一为中共郴州市委
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尹朝旺，左一为林管局局

长姚保平)。

1 994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

民(前排中、时任副省长)到莽山林管局视
察工作(前排左二为省林业厅厅长刘永寿，

前排右二为林业厅副厅长葛汉栋．前排左一
为郴州行署常务副专员刘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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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4年6,9，湖南省国营林场发展高效

产业会议在莽山林管局召开。

● !■

2001年．省人大副主任罗桂求到莽山考

察(左为莽山林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继
Ⅱ￡、

2003年6f1．中共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

(中)到莽山检查指导公园建设(左一为宜

章县委书记袁佳游．右二为宜章县委副书

记、莽山林管局党委书记龙灵英．左二为林
管局局长邓少林)。

1 997年l 0,9．中国科学院院士、两栖爬

行动物专家赵尔宓(中)到莽山自然保护区

考察莽山烙铁头蛇及其栖息环境(左为“莽
山蛇博士”陈远辉)。

2001年，南非华南虎考察团到莽山考察

华南虎踪迹。

2004年3N-中共郴州市委、市政府在

宜章县城召开2004湖南旅游节闭幕式暨郴

州(莽山)生态旅游节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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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山是一座古老而神奇的名山，是一颗镶嵌在南岭山脉的璀璨明珠，历来为国家、地方政府

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所珍视。 ．

1937年，莽山被划为国有林区。1956年，湖南省林业厅派专家调查莽山森林资源。1958

年，建立湖南省国营莽山林场。1992年，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莽山国家森林公园。1994年，国

务院批准建立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9年，实行全面禁伐。2001年，保护区近30万亩森林

被国家林业局划定为生态公益林。近年来，林管局始终把森林生态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作为全

局的第一要务来抓，成立了4大保护站、30多个护林点，强化值班巡逻。莽山作为湖南省最大的

生物基因库，有高等级植物3000余种，其中属国家和省政府重点保护的56种，莽山特有植物22

种；有野生动物300余种，其中属国家和省政府重点保护的203种，莽山特有动物3种。在莽山

特有动物中．莽山烙铁头蛇受到世人瞩目。以其“富丽完好的森林博物馆”为人们所看好。近年

来被中外专家誉为“中国生态第一山”。莽山特别受大自然的厚爱，这里风光秀丽、峰峦叠嶂、

溪涧纵横、木茂林深，以山奇、水秀、林幽、石怪著称。具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丽、

衡山之秀、庐山之奇、张家界之峻，成为南国一处绝佳的旅游度假胜地。

改革开放以来，莽山的建设者们先后在这里建起库容1130万立方米的林子坪(林泽湖)水库，总

装机1．75万千瓦的(五级七站)水电站，35千伏和110千伏变电站各一座及30余公里高压输电线路，年

发电量8500,．-,9100万度，年发电收入1500万元左右。近年来，莽山又投入生态旅游开发建设。尤其是

2003年以来，举全局之力开发“一区一场和三大景区”，即枞树坝旅游服务区，生态广场，以及天台

山、猴王寨、鬼子寨景区，共启动19个开发项目，投A．4000多万元。上述建设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使

莽山旧貌换新颜。古老的莽山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莽山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自1958年以来，莽山林管局经历了46度春秋。40多年的风雨兼程，沧海桑田，从六、七

十年代的“采伐与营林相结合”，到八、九十年代的“以营林为基础，以林蓄水。以水发电，以

电促工，工电养林(人)，立体开发，科学经营”，再到现在的“保护生态，稳定水电，开发旅

游”的发展思路。促进“三大产业”并驾齐驱，相得益彰。

莽山林管局始终发扬了“团结拼搏，艰苦奋斗，务实创新”的莽山精神。以与时俱进的创新

精神，只争朝夕的改革锐气，积极进取的探索步伐，昂首阔步的奋进姿态，高扬发展主旋律，走

出了一条有莽山特色的林业发展、生态旅游的新路子。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国营林场”、“全

国国营林场100佳”、“科技示范林场”、“安全文明林区”、“优秀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这部志书，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较为规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莽

山从荒僻的处女地开发、发展的历史进程，记述了自然环境、民情风俗、森林生态旅游、自然保

护、森林经营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并较为客观地记述了历史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因

此，这部志书对于莽山本身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

妻蔷裹善盖霎篓耄暑 龙灵英
莽山林管局党委书记

～～、

莽山林管局局长 邓少林

二00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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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莽山志》的编纂宗旨是：为三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爱国主义提供乡土教材，

为科学研究保存史料，为建设名山、发展旅游事业提供依据，以达到“存史、教化、资治”的目

的。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莽山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记述断限，上限起源于1958年初，下限止于2003年底，部分章节，根据实际情

况，追溯至事物的发端，重大事物延至搁笔。

‘四、本志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设概述，以总摄全志之纲；大事记纵贯古

今，置于概述之后，为全志之经；各专章记述事物·(事业)的发端和现状，重点记载一山范围内

的植物资源、动物资源、水利资源和奇峰怪石、名胜古迹等。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莽山林管局、莽山瑶族乡及溶家洞林场所辖地域为限，其中，以

莽山林管局内容为主。

六、本志书的地名，以1983年12月宜章县人民政府编印的‘宜章县地名录》为准。民国

以前地名沿用旧地名，并注明新地名。

七、本志计量单位一律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对历史

上的计量，仍照旧况记述。

八、本志应用数据：．财务数据，以财务报表为准：其它数据，以业务部门为准；个别有争议

的数据，以核实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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