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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来剑河县工作，对林业的现状颇有些了解，但对剑河林业的
历史，却所知凄少。恰值《剑河县林业志》脱稿，储“近水偻台"之
便，竟得先阅。读此，方知重点林业县实非虚名也。

剑河县具有林业生长的良好环境，森林资源极其丰富，当地群众
历来就有经营森林的良好习惯。建国以来，剑河县的林业为国家建设
做了灾出贡献。上述种种情况，《林业志》中均有详细记截。翻阅之
后，使我们对剑河人民肃然而生敬意。然而，看到森林资源日趋减
少，又不免产生一层深深的，比虑。

据《林业志》载，清代中叶，剑河“境内，皆森林大箐，林’木蓊
翳，其木多松杉。清水江两岸，亘横数百十里，重峦密嶂， 阴绝其

问"o可见森林极为茂密，而今，清水江两岸之林木，恐怕所存无多
了。资料记载，1959年，剑河县森林面积，，，．9万亩，活立木蓄和≮
104，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甜％；以后逐年下降，至1986年，森林
面积仅有87．9万亩，活立木蓄积仅剩654万立方米，而森林覆盖率

也降为30．2％o 27年时间，森休资源消耗甚快，倘长此下去，恐怕

不用多少年，就要危及子孙。加速培育森林，应是剑河县林业的当务
之急!愿剑河各界人士为振兴剑河林业做出新贡献。

我们工作届满，行朗在即， 匆匆赠如上数言，以祝贺《剑河县林
业志》出版。是为序。

中央林业部派至剑河县扶贫副县长 王学勤

中央林业部派奎剑河县林业局扶贫副局长胡元明

1988年l 2 A 2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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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逢蛊世，《剑河林业志》正式出版，这是可喜可贺的大事。

剑河县地处黔东南中部，位于苗岭山脉主峰雷公山东北麓。境内

沟壑交错，山峦起伏，奇峰兀起，山清水秀。清水江湍流横穿而过，

一直奔沅江，流往洞庭湖。本县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少数民族山

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各种林木的生长。特

别是清水江两岸所产的杉木，树干通直，耐腐性强，在国内久负盏

名，为国内外专家所关注。剑河被人们称为“苗杉之乡"，而广阔的森

林资源，被誉为“绿色银行"o它养育了剑河人民，发展了山区民族事

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列为贵州省十个重点林业县

之一。

剑河林业生产历史悠久，早在十六世纪初就开始以木材为商品，

作为山区经济的主要收入。建国后，勤劳勇敢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更是重视发展林业生产。全县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在植树违

林、保护森林资源和森林利用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可喜

成绩o
‘

历史将跨进新的世纪，直世修志，启迪后人，是时代的要求，也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o《剑河林业志》编写过程中，在各方的

支持和采编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历经五个春秋，把建国前特别是建国

后四十年来剑河在林业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加以总结，

编写成书o《剑河县林业志》，追溯了剑河县林业生产的变化规律，总

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为振兴剑河林业，发

展民族经济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剑河林业建设开拓者们，为发展剑河的林业事业，为保护森林资

源和振兴民族经济，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和奋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o

《了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希望后来的林业建设者们，不要重演过去的错误，也不要为成功的经

验所束缚，而要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把科学
性与革命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剑河县林业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期望全县各界有识之士共同携起手来，为振兴剑河林业献策出

力，为把剑河建设得更美好、更富饶而共同努力奋斗。

剑河县林业局誊组书罂 欧胜忠

1992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根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努力做到

政治性和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并力求突出地方特色，体

现专业特点。

二、本志首立序言、大事记、概述，以下分章记述全县

林业的历史与现状，共设J2章47节，此为本志之主体。

三、本志章节中列举的图表和数字，有的按年份顺序全

部收录，有的只作代表性例举o

四、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1990年。也有个别．事件延

至志书成稿之时。

五、本志涉及的地名和机构名称，均采用当时名称，有

的括注今名；志中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依各时期的原样入
士

。

●心。

六、本志不设人物传记，只设人物表，收录历任副局长

以上干部及现有在职职工人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过全

国、省、州表彰者，享受县级劳模待遇者以及林业英烈志

士，列名简介。

七、本志所用资料采用《剑河县综合农业区划资料集》

及省、州、县档案文献、资料汇编、口碑等，都经过考证，

编写时_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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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i己

民国七年(1918年)

6月，淫雨连绵多El，剑河一带河水泛滥，田禾淹没，飘流木植数万支。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6月下旬，因淫雨连绵，河水陡涨一丈有余，沿河之新寨、格里，七十把、

塘化、塘戎等寨，上下百里都成泽国。冲刷田亩千余石，漂流木植二万余株，

崩塌石桥梁三座，为百年未有之大灾。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2月24日，风雹灾严重，林木受损。

民国兰十六年(1947年)

1月14日，风雹灾，林木损失严重o

1950年

3月5日(农历mfl十七)，剑河解襁成立县人民政府，林业由建设科管理。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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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9月，贵州省伐木公司黔东支公司派张一辉赴返排建立南哨伐木站。

1952年

4月，黔东伐木公司派贵州省革命大学毕业生龙家炳到南加里格等建南加堡

伐木站。

6月，河水猛涨，共流失国营收购的木材752立方米。

12月4日，南加堡伐木站改名为贵州省伐木公司黔东支公司剑河办事处。

地址设于南加里格，廖钧任副主任。

1953年

2月7日，剑河县伐木办事处返排木材收购组更名为剑河伐木办事处南哨收

购站。地址仍在返排，杨应科任站长。

4月4日，剑河伐木办事处更名为贵州森林工业局黔东分局剑河收购站。廖

钧任副站长，地址设南加里格。

9月2日，西南区农林水利局、省农林厅一行9人，到剑河检查造林工作，

指定本县为造林重点县。

lO月。剑河收购站由里格迁往剑河城关。

11月12日，省农林厅决定剑河为全省造林重点县。是月，黔东森工分局批

准成立剑河收购站南加分站。高玉秀任站长。

是年，剑河组建四个区林业工作站。柳11I区站，刘洪傻任主任，太拥区

站，吴延林任主任；南加区站，伍绍兴任主任；穑溪区站，范永雷任主任。

1954年

2月，剑河组织工作组深入木材收购点，实行定约收购。



大事记 3

4月2日，黔东森工分局重安转运站成立，转运剑河方板材供应贵阳。是

年，剑河木材收购站购置末船卯只，专运木材逆水170公里上重安。

8月31日，剑河县贯彻贵州省政府颁布的《贵州木材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规定剑河木材收购站为全县采购、收购、运销未材及调剂市场的唯一机构o

1955年

3月，返排解板工棚倒塌，解板工人扬昌元被压死。

7月18日，刽河木材收购站在台江县巴拉河设立施洞收购组，收购雷山、

炉山、台江、雷山至巴拉河的木村，加工方板运重安转贵阳。

8月4目，重安转运站下放给刽河木材收购站，称剑河木材收购站重安转运站。

1956

2月9日，剑河森工支局返排制材厂成立，购置圆盘锯开始机械制材。

5月5日，镇远地委杠工部批准贵州森林工业局黔东分局剑河收购站改为贵

州森林工业局黔东分局剑河支局，王洪林任局长。

7月21日，建立剑河森工支局采伐队，进入巫里，松巴集体．林区议山价，

组织400至500个临时工人采伐，运到县城加工。

1957年

2月24日，龙家炳提任局长兼返排制材厂厂长。J2月2日，撤销返排制材

厂o Jf2月4日，撤销重安转运站。

是年，为支援毕节地区硬木厂生产，全县共收购栓皮168吨，全部调运毕节。

1958年

3月，建立剑河县国营林场，庞希有任场长，吴国彬任副场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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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剑河县林业工作站与剑河森工支局合并为剑河县林业局，范华海

任局长。

5月30日，建立柳落林场林业中学，王义深任校长。同时建立太拥、南哨

两所林业中学。

lO月24日，久仰乡苗族青年李宗荣护林成绩显著，出席全国青年积极分子

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

是年，中共剑河县林业部成立，李基荣任部长。

是年，南明钢铁厂下马后，建立剑河县林业团。

是年，林业局技术员秦运强、昊延林赴诣溪八卦村调查，发现杜员龙坤元

新培植的“八年杉”，平均树高J3米，胸径J『9厘米，并选送北京展览。党支部

书记杨凤书护送样品，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是年，全县组织伐木兵团2000余人，盲目砍伐太拥河、巫密河、八卦河沿

岸200余里杉林，未能全部运出，腐烂在山间。

1959年

3月14日，台江县并入剑河县，范华海任林业局长。各区林业站改称经营所。

5月1日，林业中学教师龙这江参加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的全国林业学校教

育现场会议。

6月3日，制材厂工人邹家树，为抢救国家木材，被洪水冲走而牺牲。

9月6日，《黔东南报》报道剑河八女放排的消息。

9月26日， 《贵州日报》发表记者吴玉富报道剑河县青年女子蒯非队的文章o
lO月，共青团贵州省委授予龙显英“贵州省青年技术革新突击手”称号，并

发奖章。

是年，发大水，流失国家木材4000立方米，只清回600立方米。

1960年

2月1日，建立南寨国营伐木场，张洪勤任场长。

2月，《民族团结》杂志发表张克撰写的“八女放排”文章，详细介绍八女放

排的先进事迹。



大事记 5

4月4日，全州伐木场双木轨平车集运木材现场会在南寨伐木场召开。

是月，龙显英代表妇女放排队出席贵州省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

会。集体获锦旗一面，个人获奖章一枚。会上省妇联代表全国妇联给“清江妇女

放排队”“三八虹旗，，一面。

是年，洪水流失木材1720立方米，全部清回。

1961年

是年，林业局下放职工300多名。

1962年

2月，建立南东采伐林场。王登开任场党支书，吴通朝任扬长。

1963年

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刘春到久仰林区视察，并与苗

族共吃酸辣饭。

3月15日，县林业局将原林业工作站(营林)更名为林业技术指导站，各

区林业经营所改为林业工作站o
‘

12月，铁道兵8723部队全体官兵到刽河修建久仰至南岑森林公路，团部住

久仰，后勤部住剑河师范学校o ．

1964年

铁道兵师部在剑河召开总结大会。

铁道兵8723部队撤离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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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2月8日，恢复剑河县林业中学。校址设在上瓦厂。

3月5日，林业局将南东采伐林场更名为南东伐木场。

1966

3月8日，成立中国木材公司贵州剑河县支公司。隶属林业局领导。负责全

县木材经营。

4月，贵阳京剧团编导的《女放排手》共九扬，在贵阳公演。

是年，进行全县森林经理调查。

1 967年

6月11日，剑河县林业局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成立。

． 1968年

2月12日，剑河县林业局革命委员会成立。

10月，南(南哨)——大(纂平大稼)林区公路通车。

1969年

是年，县革命委员会补台后，吴国泰主持县林业局革命委员会工作。

1970年

7月10日，清水江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上渡口涨水15米，淹没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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