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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林业志书，为建瓯林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建瓯林业志》在各级林

业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建瓯林业委员会精心组织，集聚人才，潜心编写，经

几年努力，现付梓出版。藉此，向建瓯林委和从事修志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

祝贺。

我曾在这块绿色的沃土上生活和工作近20年，对这块绿地倍感亲切。建

瓯林区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不仅森林资源丰富、历史悠久，而且经营水平

较高。这里的有林地面积、竹林面积、森林蓄积量、阔叶林面积、木材年采

伐量、销售量均列全省前茅；这里的人民群众热爱林业，把林业作为赖以生

存的基础；这里有6 000多名林业职工，常年辛勤劳动在深山林海，才使建瓯

的林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林业在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举足轻重的地

位。
‘’

《建瓯林业志》是一部集专业性、思想性、资料性为一体的林业专业志书。

我希望这本志书能使更多的人从中得到启迪，起到以志为鉴，激励当今，惠

及子孙，加速发展建瓯绿色产业的作用。我相信，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坚持

改革、开发、开放，建瓯一定会山更绿，林更茂，人更富，绿色丰碑将永远

耸立在建瓯的丛山碧水中。

、 福建省林业厅厅长刘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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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建瓯，这是一块以绿色为主体的土地。悠久的历史文化，蓬

勃向上的经济建设，无不与绿色有缘。丰富的森林资源，带来显

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

建溪两岸繁荣、富庶的根本。建瓯人民有着值得敬佩的植树护林

传统，对林业充满着深深的依恋和期望。

’解放40多年来，建瓯林业走过曲折发展之路，林业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和全市广大林农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付出艰辛劳动，作

出重要贡献。其间，有经验，也不乏教训。“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这本林业志的出版，为致力于发展建瓯林业的人们提供了翔

实的参考资料，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中共建瓯市林业委员会党委书记姚清潭

建瓯市林业委员会主任 叶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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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本市林事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上溯事物的发端，下限

至1992年，重大事件延伸到成稿之日。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四、本志所设篇章不受行政体制的局限，性质相同的事物、业

务，编入同一篇章记述。 ．

五、本志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县(市)档案馆和本局(委)档‘

案室历年来保存的文书档案资料，以及省图书馆、县图书馆、省

档案馆、省林业厅档案室、地区林业局档案室的文书档案和有关

文献，建宁府(县)志、家谱、报刊、专著、口碑等。

六、本志书收集整理和记述的内容以县(市)林业局(委)分

管的工作范围为主，对农委、二轻、乡镇企业所辖的果、茶、木

材生产和加工，亦作部分的记述。

七、本志书中的计量单位，均按各时期原样，不作换算。解

放后计量单位以国家颁布的标准为主。

八、志书中的数据，以县(市)统计局和林业局(委)统计

资料为准。 ．

’

九、本志书所述“解放前后”，以1949年5月12日建瓯解放

之日为界。“新中国成立”，以1949年lo月1日为界。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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