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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海市乃至整个台州地区，谚称?七山一水=分田弦，山

多田少，林业特产资源非常丰富，历来是山区人民的衣食之

源。解放40年来，临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数十年持续不

懈的植树造林，引进良种，营造防护林带，正在把台州的“穷

山恶水弦变成“青山绿水弦·山林已不仅是衣食之源，而且是

当前山区人民勤劳致富的重要门径。

杨若柳同志主编的《临海林业特产志》问世了，这是件

大好事。此书真实地反映了解放以来林业特产工作的概况，总

结了实践经验，为广大城乡各级领导、林业特产科技工作者，

以及其他从事林业特产工作的同志提供了一部较为系统的内容

翔实的工具书。
‘，

， ，’

’

我衷心希望全区人民，所有林业特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

各级领导同志，都来关心林业特产，重视林业特产，扶持林业

特产，为实现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叠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浙

．江糟的宏伟目标，为台州大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为持续，

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一个优美的环

境而不懈地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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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地区行政公署专员杨雨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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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地域虽然辽阔，但以山为主。山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

的70％，全市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山区、半山区，专营或兼营林

业特产。林业特产的兴衰，不但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而且对

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有很

大影响。就是从当代林特产品的需求来讲，林业特产也非抓不

可。 。’j‘

’

；

’

建国40年来，党和政府为发展林业特产、开发山区做了大量

工作，特剐在变革山林所有制、改善林业特产经营管理、建设林

业特产科技推广网络、推广先进林业特产技术等方面，制订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使山区经济和林业特产生产走上了健康发展的

轨道。山区人民也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山

区和现代林业特产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荒山，

绝大部分已经绿化，疏林也基本上得到了改造；全市的森林覆盖

率，比建国前有所提高。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临海市已建立了一

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果品基地、杉木基地、毛竹基地、茶叶基地、蚕

桑基地。这些基地的陆续投产，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杜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并将继续为支援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杨若柳同志主编的《I盗海林业特产志》以丰富翔实的材一

料，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临海林业特产的面貌，反映了建国40

年来临海林业特产的发甓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事求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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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如实地记录了山林

特场圃建设、林业特产技术推广，林产品

及森林火灾、病虫害的发生、防治等方面

步发展临海林业特产，建设山区，提供了科

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我相信，志书的出

的启示，也有助于临海林业特产的发展。

可为的。振兴林业，绿化临海，是历史赋

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发展强大的社会主

义经济对我们这一代人提出的一项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我们

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清醒地认识临海林业特

产的过去，正确地分析和把握临海林业特产的现状，为临海林

业特产的发展和临海大地的绿化谱写新的篇章，增添新的光

彩． ，

，

临海市市长 梁毅

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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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精神。
‘

=、根据曩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劳的原则，实事求是，着

重记述新中国建立以来临海林业特产建设和森林资源开发利用

的史实，特别详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林业特产战线

上所取得的成果。力图使政治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起来，

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 ， ．、

三，本志首立《概述》，《大事记》，以下分设13编，凡

47章，152节，此为本志之主体，末缀附录。
’

四，本志上限力求追溯历史，下迄1988年，个别内容延伸

至成稿之时。
”

五、本志所言解放前，后，以1949年5月29日临海解放之

日为界·
“

六，本书纪年。民国前以年号纪年，第·次出现时夹注公

元纪年，月，目为阴历，民国后以公元纪年。 ．

七，计量解放前用当时名称，解放后为国际单位制，个另lJ

用当时旧称。货币一律用当时名称。
‘

八，本书引用的资料．均取自各级档案馆、专业部门和讽

查所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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