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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志弦，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宁化县林委重视编修林业专志，集

聚才俊，五经寒秋，五易其稿，终于完成这项艰苦的系统的绿色

文化工程。《宁化林业志》的问世，为我省林业志库增添一份宝

贵的财富。藉此，我谨代表全省广大林业工作者，向宁化县林委

和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致以热烈的庆贺l

宁化是闽西老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我国南方集体林区的重

点林业县。境内山峦叠蟑，林峰拥翠，气候湿润，资源丰富，林

业历史悠久。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1月，在宁化行军

途中，写下了《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

滑"的光辉诗篇。据史籍记载，宁化自隋末唐初，就“开山伐

木，泛筏于吴弦。是我省最早采伐杉木作为商品行销长江流域的

林区之一，从明清直至20世纪60年代，是福建出造船桅杆材的主

产地。但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国民政府和豪绅、地主的掠夺破

，坏，森林茂密的宁化。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禾口，淮土一带，童

山濯濯，成为水土流失严重之地。

新中国成立40年来，勤劳勇敢的宁化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为改造河山付出了艰

苦的努力，营造起一片片葱郁的森林，成为我省的一个商品材生

产基地。1986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2．8％，1990年全县圆满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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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宜林荒山造林绿化任务。宁化森林工业也已由小作坊，手工繁

重劳动，发展为木竹采运、加工、林产化工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

系。如今的宁化林业成为县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全县国民经

济收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宁化县林业源长由久的历史编就的《宁化林业志》，坚

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宁

化县各项林业事业的发端，发展和曲折的历程。记述门类齐全，

时贯千余年，文字简洁流畅，是一部具有较高思想性，时代性、

资料性的“博物之书秒。它的出版，对于研究林业历史，了解事

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以志为鉴，从中吸取教益，不断的探

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加快宁化县林业建设的发展，都具有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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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厅厅长赖纪锐

1991年7月16日



宁化县是福建的主要林区之一。自唐、宋时期开始，宁化的

商木就销往长江，韩江、闽江流域，玉扣纸远销东南亚各国。解

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政府把发展林

业作为振兴山区经济的战略重点来抓，大力推进林业经济体制改

革，遵循g巩固、深化、提高、配套黟的方针，通过科学地调整

林业布局，紧紧抓住造林绿化和林木资源深精度加工两个重点，

不断提高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林业生产建设矽得了显著的

成绩。宁化的优势在于林业，潜力在于林业，希望在于林业，兴

旺在于林业。 ，

《宁化林业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

过深入的调查和论证，系统地反映了我县林业的特色和发展概

况。上溯唐、宋时期，下至1989年，内容翔实，文字流畅，图文

并茂，是一部林情教育、县情教育、传统教育的珍贵专业史料。

我们深信，《宁化林业志》将激励人民团结拼搏、科技兴

林、综合开发、全面发展，为把我县建成南方林业产业经济的重

要基地将作出积极的贡献。

中共宁化县委书记黄永发 宁化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元浩

宁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温道镜政协宁化县委员会主席王瑞枝

199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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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早，有悠久的森林培育

过全县人民40余年的艰苦

示了林业的生态效益、社

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没有系

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

力，《宁化林业志》终于

一部林业专业志。它是以

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记载了一千多年来宁化人

实践经验。我深信，它将

后发展林业提供历史借鉴

向一切致力和关心林业建

0

林委主任

199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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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高度统一。

二、本志记述年代。上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到1989年，重大

事件延伸到本志定稿。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图、表，照，录等多种形式进行

表述，文图兼备，以志为主，力求反映本地地方特点与林业特

色。

四、本志篇目设计，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事以类

聚，序以时串，横排纵述，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力求内容与体

例完善雍和。，

五、本志卷首设有《凡例》，《概述》、《大事记》，志末

附有《附录》，《编后记》等，以解决志内各篇无法包含之内

容。

六、本志行文，除摘引少部分文言文原文外，均使用语体

文。对摘引的无标点符号的文言文都加以校点，以期明白易

懂。

七、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历代年号，加注

公元纪年，省略“公元"与“年弦，但同段落内出现几次年号时．

只在首次加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1



，均依各历史时期原样，不作换算。

O

除习惯用汉字表示以外，均用阿拉伯

县档案馆及省图书馆的有关文献，

》等志书记载，实物现场考证和调查

县统计局和林业委员会统计资料为

关部门提供。

前后蛩．是以1949年lO月21日宁化和平



目 录

概述⋯⋯⋯⋯⋯⋯⋯⋯⋯⋯⋯⋯⋯⋯⋯⋯⋯⋯⋯⋯⋯⋯⋯⋯⋯l

大事记⋯⋯⋯·⋯⋯⋯⋯⋯⋯⋯⋯⋯⋯⋯⋯⋯⋯⋯⋯⋯⋯⋯⋯”9

第一篇 自然条件

第一章地质地貌⋯⋯⋯⋯⋯⋯⋯⋯⋯⋯⋯⋯⋯⋯⋯⋯⋯⋯”52

第一节地质构造⋯⋯⋯⋯⋯⋯⋯⋯⋯⋯⋯⋯⋯⋯⋯⋯·52

第二节地势⋯⋯⋯⋯⋯⋯⋯⋯⋯⋯⋯⋯⋯⋯⋯⋯⋯．．．“56

’第三节地貌类型⋯⋯⋯⋯⋯⋯⋯⋯⋯⋯⋯⋯⋯⋯⋯⋯⋯56

。第四节山脉⋯⋯⋯⋯⋯⋯⋯⋯⋯⋯⋯⋯⋯⋯⋯⋯⋯⋯·58

第五节河流⋯⋯⋯⋯⋯⋯⋯⋯⋯⋯⋯⋯⋯⋯⋯⋯⋯⋯⋯60

第二章气候⋯⋯⋯⋯⋯⋯⋯⋯⋯⋯⋯⋯⋯⋯⋯⋯⋯⋯⋯O gO O Ob 62

’第一节气候资源⋯⋯⋯⋯⋯⋯⋯⋯⋯⋯⋯⋯⋯⋯⋯⋯62
。 第二节气象要素垂直变化规律⋯⋯⋯⋯⋯⋯⋯⋯⋯⋯·64

第三节主要气象灾害⋯⋯⋯⋯⋯⋯⋯⋯⋯⋯⋯⋯⋯⋯”64

第三章林业用地土壤⋯⋯⋯⋯⋯⋯⋯⋯⋯⋯⋯⋯⋯⋯⋯⋯⋯68

第—节土壤类型⋯⋯⋯⋯⋯⋯⋯⋯⋯⋯⋯⋯⋯⋯⋯⋯”68
、 第二节土壤肥力⋯⋯⋯⋯⋯⋯⋯⋯⋯⋯⋯⋯：⋯⋯⋯⋯”72

●

第二篇森林资源

第一章森林演变⋯⋯⋯⋯⋯⋯⋯⋯⋯⋯⋯⋯⋯⋯⋯⋯⋯⋯⋯77
工



植被⋯⋯⋯⋯⋯．．．⋯⋯⋯⋯⋯⋯⋯⋯．．．⋯⋯⋯”82

植被特征⋯⋯⋯⋯⋯⋯⋯⋯⋯⋯⋯⋯⋯⋯⋯⋯⋯82

植被类型⋯⋯⋯⋯⋯⋯⋯⋯⋯⋯⋯⋯⋯⋯⋯⋯·84

植被分布⋯⋯⋯⋯⋯⋯⋯⋯⋯⋯⋯⋯⋯⋯⋯⋯⋯88

资源⋯⋯⋯⋯⋯⋯⋯⋯⋯⋯⋯⋯⋯⋯⋯⋯⋯⋯⋯90

资源现状⋯⋯⋯⋯⋯⋯⋯⋯⋯⋯⋯⋯⋯⋯⋯⋯·90

消长动态⋯⋯⋯⋯⋯⋯⋯⋯⋯⋯⋯⋯⋯⋯⋯⋯⋯95

物资源⋯⋯⋯⋯⋯⋯⋯⋯⋯⋯⋯⋯⋯⋯⋯⋯⋯⋯110

植物资源⋯⋯⋯⋯⋯⋯⋯⋯⋯⋯⋯⋯⋯⋯⋯⋯··110

珍稀植物⋯⋯⋯⋯⋯⋯⋯⋯⋯⋯⋯⋯⋯⋯⋯⋯113

林副特产⋯⋯⋯⋯⋯⋯⋯⋯⋯⋯⋯⋯⋯⋯⋯··122

动物资源⋯⋯⋯⋯⋯⋯⋯⋯⋯⋯⋯⋯⋯⋯⋯⋯⋯124

第三篇 造林育椿

种苗⋯⋯⋯⋯⋯⋯⋯⋯⋯⋯⋯⋯⋯⋯⋯⋯⋯⋯⋯127

种子⋯·m#l@O BI Q@el@@@@⋯⋯⋯⋯⋯⋯⋯⋯⋯⋯⋯⋯··127

苗木⋯⋯⋯⋯⋯⋯⋯⋯⋯⋯⋯⋯⋯．．．．⋯⋯⋯⋯⋯133

更新⋯⋯⋯⋯⋯⋯⋯⋯⋯⋯⋯⋯⋯⋯⋯⋯⋯⋯⋯145

用材林⋯⋯⋯⋯⋯⋯⋯⋯⋯⋯⋯⋯⋯⋯⋯⋯⋯·146

经济林⋯⋯⋯⋯⋯⋯⋯⋯⋯⋯⋯⋯⋯⋯⋯⋯⋯151

防护林⋯⋯⋯⋯⋯⋯⋯⋯⋯⋯⋯⋯⋯⋯⋯⋯⋯·156

薪炭林⋯⋯⋯⋯⋯⋯⋯⋯⋯⋯⋯⋯⋯⋯⋯⋯⋯·158

毛竹林培育⋯⋯⋯⋯⋯⋯⋯⋯⋯⋯⋯⋯⋯⋯⋯”159

迹地更新⋯⋯⋯⋯⋯⋯⋯⋯⋯⋯⋯⋯⋯⋯⋯⋯⋯160

绿化⋯⋯⋯⋯⋯⋯⋯⋯⋯⋯⋯⋯⋯⋯⋯⋯⋯⋯⋯171

义务植树⋯⋯⋯⋯⋯⋯⋯⋯⋯⋯⋯⋯⋯⋯⋯⋯⋯171

花卉栽培⋯⋯⋯⋯⋯⋯⋯⋯⋯⋯··



第四章育林⋯⋯⋯⋯⋯⋯⋯⋯⋯⋯⋯⋯⋯⋯⋯⋯⋯⋯⋯⋯⋯179

． 第一节人工林抚育⋯⋯⋯⋯⋯⋯⋯⋯⋯⋯⋯⋯⋯⋯⋯·179

第二节天然林抚育⋯⋯⋯⋯⋯⋯⋯⋯⋯⋯⋯⋯⋯⋯⋯183

第三节低产人工林改造⋯⋯⋯⋯⋯⋯⋯⋯⋯⋯⋯⋯⋯184

第四节封山育林⋯⋯⋯⋯⋯⋯⋯⋯⋯⋯⋯⋯⋯⋯⋯⋯⋯186

第五章基地林建设⋯⋯⋯⋯⋯⋯⋯⋯⋯⋯⋯⋯⋯⋯⋯⋯⋯⋯189

第一节用材林基地建设⋯⋯⋯⋯⋯⋯⋯⋯⋯⋯⋯⋯⋯189

第二节木本油料林基地建设⋯⋯⋯⋯⋯⋯⋯⋯⋯⋯⋯192

第三节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194

第六章典型营林单位，专业户⋯⋯⋯⋯⋯⋯⋯⋯⋯⋯⋯⋯·197

第一节国营单位⋯⋯⋯⋯⋯⋯⋯⋯⋯⋯⋯⋯⋯⋯⋯⋯·197

第二节集体单位⋯⋯⋯⋯⋯⋯⋯⋯⋯⋯⋯⋯⋯⋯⋯⋯“200

第三节林业专业户，联合体⋯⋯⋯．．．⋯⋯⋯⋯⋯⋯”205
'

第四篇森林保护
一

第一章林政管理⋯⋯⋯⋯⋯⋯⋯⋯⋯⋯⋯⋯⋯⋯⋯⋯⋯⋯⋯⋯207

第—节采伐管理⋯⋯⋯⋯⋯⋯⋯⋯⋯⋯⋯⋯⋯⋯⋯⋯207
． 第二节木材运输管理⋯⋯⋯⋯⋯⋯⋯⋯⋯⋯⋯⋯⋯⋯·211

第三节山林权纠纷调处⋯⋯⋯⋯⋯⋯⋯⋯⋯⋯⋯⋯⋯·213

。 第四节林业执法⋯⋯⋯⋯⋯⋯⋯⋯⋯⋯⋯⋯⋯⋯⋯⋯·215

。’第二章护林防火⋯⋯⋯⋯⋯⋯⋯⋯⋯⋯⋯⋯⋯⋯⋯⋯⋯⋯⋯218

第一节护林防火组织⋯⋯⋯⋯⋯⋯"⋯·Q S B O$1⋯⋯⋯⋯218

第二节护林防火措施⋯⋯⋯⋯⋯⋯⋯⋯⋯⋯⋯⋯⋯⋯·220

第三节森林火灾情况⋯⋯⋯⋯⋯⋯⋯⋯⋯⋯⋯⋯⋯⋯··222

第四节护林联防⋯⋯⋯⋯⋯⋯．．‘．．．⋯⋯⋯⋯⋯⋯⋯⋯⋯·225

第三章森林病虫害防治⋯⋯⋯⋯⋯⋯⋯⋯⋯⋯⋯⋯⋯⋯⋯⋯·230

．第一节病虫害种类与危害⋯⋯⋯⋯⋯⋯⋯⋯⋯⋯⋯⋯·，230

3

易∥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32

·⋯⋯⋯·⋯··235

·⋯⋯⋯⋯⋯237

·⋯⋯⋯⋯⋯··237

⋯·⋯⋯⋯⋯··238



．——————1

第三节野生动物捕猎⋯⋯⋯⋯．．．．．．⋯．．．⋯⋯⋯．．．⋯⋯⋯294

第六童林业多种经营⋯⋯⋯⋯⋯⋯⋯⋯⋯⋯⋯⋯⋯⋯⋯⋯⋯296

第一节种养业⋯⋯⋯⋯⋯⋯⋯⋯⋯⋯⋯⋯⋯⋯⋯⋯⋯⋯296

第二节服务业⋯⋯⋯⋯⋯⋯⋯⋯⋯⋯⋯⋯⋯⋯⋯⋯⋯⋯297

第六篇 林业经济体制

第一章山林所有制⋯⋯⋯⋯⋯⋯⋯⋯⋯⋯⋯⋯⋯⋯⋯⋯⋯⋯299

第—节山林权属类型⋯⋯⋯⋯⋯⋯⋯⋯⋯⋯⋯⋯⋯⋯⋯299

第二节山林权属变革⋯⋯⋯⋯⋯⋯⋯⋯⋯⋯⋯⋯⋯⋯⋯303

第二章林垃经营方式⋯⋯⋯⋯⋯⋯⋯⋯⋯⋯⋯⋯⋯⋯⋯⋯⋯310

第—节国家经营⋯⋯⋯⋯⋯⋯⋯⋯⋯⋯⋯⋯⋯⋯⋯⋯⋯310

第二节集体经营⋯⋯⋯⋯⋯⋯⋯⋯⋯⋯⋯⋯⋯⋯⋯⋯¨312

第三节个体经营⋯⋯⋯⋯⋯⋯⋯⋯⋯⋯⋯⋯⋯⋯⋯⋯⋯314

第四节联合经营⋯⋯⋯⋯⋯⋯⋯⋯⋯⋯⋯⋯⋯⋯⋯⋯⋯315

第三章林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321

第一节乡(镇)林场管理体制⋯⋯⋯⋯⋯⋯⋯⋯⋯⋯”321

第二节村林业股东会经营管理体制⋯⋯⋯⋯⋯⋯⋯⋯．．322

第三节活立木(青山)买卖⋯⋯⋯⋯⋯⋯⋯⋯⋯⋯⋯⋯325

第四节竹林承包经营⋯⋯⋯⋯⋯⋯⋯⋯⋯⋯⋯⋯⋯⋯”328

⋯⋯···⋯⋯330

⋯⋯⋯⋯⋯330

⋯⋯⋯⋯⋯333

⋯⋯⋯⋯⋯335

⋯⋯⋯⋯⋯338

⋯⋯⋯⋯⋯341

5



第一节营林计划⋯⋯⋯⋯⋯．．．⋯⋯⋯⋯⋯．．．⋯⋯⋯⋯··341

第二节森工计划⋯⋯⋯⋯⋯⋯⋯⋯⋯⋯⋯⋯⋯⋯⋯⋯343

第三节统计调查⋯⋯⋯⋯⋯⋯⋯⋯⋯⋯⋯⋯⋯⋯⋯⋯··345

第三章财务管理⋯⋯⋯⋯⋯⋯⋯⋯⋯⋯⋯⋯⋯⋯⋯⋯⋯⋯⋯348

第—节管理体制⋯⋯⋯⋯⋯⋯⋯⋯⋯⋯⋯⋯⋯⋯⋯⋯”348

第二节森工企业资金管理⋯⋯⋯⋯⋯⋯⋯⋯⋯⋯⋯⋯350

第三节营林资金管理⋯⋯⋯⋯⋯⋯⋯⋯⋯⋯⋯⋯⋯⋯··353

第四章价格管理⋯⋯⋯⋯⋯⋯⋯⋯⋯⋯⋯⋯⋯⋯⋯⋯⋯⋯⋯362

第一节林价⋯⋯⋯⋯⋯⋯⋯⋯⋯⋯⋯⋯⋯⋯⋯⋯⋯⋯362

第二节木材购销价格⋯⋯⋯⋯⋯⋯⋯⋯⋯⋯⋯⋯⋯⋯363

第三节林副特产品价格⋯⋯⋯⋯⋯⋯⋯⋯⋯⋯⋯⋯⋯365

第五章人事劳动管理⋯⋯⋯⋯⋯⋯⋯⋯⋯⋯⋯⋯⋯⋯⋯⋯⋯368

第—节人事管理⋯⋯⋯⋯⋯⋯⋯⋯⋯⋯⋯⋯⋯⋯⋯⋯一368

’第二节劳动管理⋯⋯⋯⋯⋯⋯⋯⋯⋯⋯⋯⋯⋯⋯⋯⋯⋯373

第三节工资管理⋯⋯⋯⋯⋯⋯⋯⋯⋯⋯⋯⋯⋯⋯⋯⋯⋯$78

第四节劳动保险与福利⋯⋯⋯⋯⋯⋯⋯⋯⋯⋯⋯⋯⋯⋯382

第八篇林区建设

第一章林道建设⋯⋯⋯⋯⋯⋯⋯⋯⋯⋯⋯⋯⋯⋯⋯⋯⋯⋯⋯385

第—节河道整治与水运设施⋯⋯⋯⋯⋯⋯⋯⋯⋯⋯⋯-·385

第二节林区道路⋯⋯⋯⋯⋯⋯⋯⋯⋯⋯⋯⋯⋯⋯⋯⋯⋯386

第三节公路养护⋯⋯⋯⋯⋯⋯⋯⋯⋯⋯⋯⋯⋯⋯⋯⋯⋯391

第二章房屋建筑⋯⋯⋯⋯⋯⋯⋯⋯⋯⋯⋯⋯⋯⋯⋯⋯⋯⋯⋯394

第一节森工企业房建⋯⋯⋯⋯⋯⋯⋯⋯⋯⋯⋯⋯⋯⋯·394

第二节林业事业房建⋯⋯⋯⋯⋯⋯⋯⋯⋯⋯⋯⋯⋯⋯·396

第三章林业生产设备⋯⋯⋯⋯⋯⋯⋯⋯⋯⋯⋯⋯⋯⋯⋯⋯⋯400

第一节机械设备与维修⋯⋯⋯⋯⋯⋯⋯⋯⋯⋯⋯⋯⋯·400

8



第二节 电力通讯线路⋯⋯⋯．．．⋯⋯⋯⋯⋯⋯··：⋯⋯⋯·4D2

第四章设计施工⋯⋯⋯⋯⋯⋯⋯⋯⋯⋯⋯⋯⋯⋯⋯⋯⋯⋯⋯404

第—节勘察设计⋯⋯⋯⋯⋯⋯⋯⋯⋯⋯⋯⋯⋯．．．⋯⋯404

第二节基建施工⋯⋯⋯⋯⋯⋯⋯⋯⋯⋯⋯⋯⋯⋯⋯⋯”405

第九篇 科技 宣传教育

第一章林业科技⋯⋯⋯⋯⋯⋯⋯⋯⋯⋯⋯⋯⋯⋯⋯⋯⋯⋯”407

，第一节科技队伍与机构⋯⋯⋯““⋯⋯⋯⋯⋯⋯⋯⋯”407

第二节科研活动与成果⋯⋯⋯⋯⋯⋯⋯⋯⋯⋯⋯⋯⋯．．1409

第三节科技推广⋯⋯⋯⋯⋯⋯⋯⋯⋯⋯⋯⋯⋯⋯⋯⋯“419

第二章林业宣传⋯⋯⋯⋯⋯⋯⋯⋯⋯⋯⋯⋯⋯⋯⋯⋯⋯⋯⋯422

第—节形象宣传⋯⋯⋯⋯⋯⋯⋯⋯⋯⋯⋯⋯⋯⋯⋯⋯”422

第二节文字宣传⋯⋯⋯⋯⋯⋯⋯⋯⋯⋯⋯⋯⋯⋯⋯⋯425

第三章林业教育⋯⋯⋯⋯⋯⋯⋯⋯⋯⋯⋯⋯⋯⋯⋯：⋯⋯⋯”433

第一节基础教育⋯⋯O 0 0@@@II@$a O D O D$@@⋯⋯⋯⋯⋯⋯⋯⋯⋯433

第二节职业教育⋯⋯⋯⋯⋯⋯⋯⋯⋯⋯⋯⋯⋯⋯⋯⋯．．434

第三节成人教育⋯⋯·l O 0@l D@@l@@Q$@ll g⋯⋯⋯⋯⋯⋯⋯⋯⋯435

第十篇林业机构

第一章机构设置⋯⋯⋯⋯⋯⋯⋯⋯⋯⋯⋯⋯⋯⋯⋯⋯⋯⋯⋯438

第一节行政管理机构⋯⋯⋯⋯⋯⋯⋯⋯⋯⋯⋯⋯⋯⋯438

第二节事业单位⋯⋯⋯⋯⋯⋯⋯⋯⋯⋯⋯⋯⋯⋯⋯⋯⋯446

第三节企业单位⋯⋯⋯⋯⋯⋯⋯⋯⋯⋯⋯⋯⋯⋯⋯⋯·450

第二壹党群组织⋯⋯⋯⋯⋯⋯⋯⋯⋯⋯⋯⋯⋯⋯⋯⋯⋯⋯⋯460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460

第二节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65

第三节工会⋯⋯⋯⋯⋯⋯⋯⋯⋯⋯⋯⋯⋯⋯⋯⋯⋯⋯”465

7

q沙



第四节女工委员会⋯⋯⋯⋯⋯⋯⋯⋯⋯⋯⋯⋯⋯⋯⋯⋯468

第五节林学会⋯⋯⋯⋯⋯⋯⋯⋯⋯⋯⋯⋯⋯⋯⋯⋯⋯⋯467

第十一篇 杂 录

一，先进单位、先进个人⋯⋯⋯⋯⋯⋯⋯⋯⋯⋯⋯⋯⋯⋯⋯⋯468

(一)先进单位⋯⋯⋯⋯⋯⋯⋯⋯⋯⋯⋯⋯⋯⋯⋯⋯⋯⋯468

(二)先进个人⋯⋯⋯⋯⋯⋯⋯⋯⋯⋯⋯⋯⋯⋯⋯⋯⋯⋯474

=，林苑拾零⋯⋯⋯⋯⋯⋯⋯⋯⋯⋯⋯⋯⋯⋯⋯⋯⋯⋯⋯⋯⋯479

’(一)诗词⋯⋯⋯⋯⋯⋯⋯⋯⋯⋯⋯⋯⋯⋯⋯⋯⋯·⋯⋯479

(二)诗钟⋯⋯⋯⋯⋯⋯⋯⋯⋯⋯⋯⋯⋯⋯⋯⋯⋯⋯⋯⋯483

C--)宁化林谚⋯⋯⋯⋯⋯⋯⋯⋯⋯⋯⋯⋯⋯⋯⋯⋯⋯⋯485

三，文件辑存⋯⋯⋯⋯⋯⋯⋯⋯⋯⋯⋯⋯⋯⋯⋯⋯⋯⋯⋯⋯⋯487

(一)林业文件题录⋯⋯⋯⋯⋯⋯⋯⋯⋯⋯⋯⋯⋯⋯⋯·487

(二)林业文件选录⋯⋯⋯⋯⋯⋯⋯⋯⋯⋯⋯⋯⋯⋯⋯“509

附 录

附录一森林动物名录⋯⋯⋯⋯⋯⋯⋯⋯⋯⋯⋯⋯⋯⋯⋯⋯⋯550

附录二植物名录⋯⋯⋯⋯⋯⋯⋯⋯⋯⋯⋯⋯⋯⋯⋯⋯⋯⋯⋯574

编后记⋯⋯⋯⋯⋯⋯⋯⋯⋯⋯⋯⋯⋯⋯⋯⋯⋯⋯⋯⋯⋯⋯⋯”656

8



宁化，古称黄连峒，唐乾封二年(667)始设黄连镇，开元十

三年(725)升为黄连县，天宝元年(742)更名宁化县。 。

’

宁化位于东经116。227"-'117。027．北纬25。287～26。41’。

全县土地总面积2389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1861．8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设3镇13个乡，共207个村民委员会和12个居民委员会。

1990年人口达32．63万人。汉族为多，并有畲，苗等10个少数民族。

宁化地处福建西部，武夷山脉中南段东麓。东邻明溪、清流

县，南接长汀县。西靠江西省石城、广昌县，北连建宁县。西境

自北至南与江西省广昌、石城接壤的边界线达100多公里，自古就

是闽西与江西交往的重要通道。全县境内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062

公里，与外部四邻各县及县内全部乡(镇)、191个行政村都可通

汽车，形成了联接县内外的公路网络。

全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其间丘陵与盆地交错，低山、

丘陵、盆地占全县总面积的96．26％。境内千米以上的有名和无

名山峰67座，最高处为治平乡鸡公炼海拔1389．9米，最低处为横

锁乡肖家河道口海拔290米，县城海拔为318米。境内溪河密布．

呈辐射状流向四邻诸县．分别注入闽江、赣江，韩江．成为三江水系
． 工

乙乡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