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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森林资源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自然

资源和历史遗产。林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兼有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发展与保护森林资源，对人类的生存环境、物质生活与文

化生活关系密切，并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林业既是重要的经济建

设，又是重要的环境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犍为列入省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和造纸、商品原

料林基地建设县，历届县委、县人民政府对全县林业生产建设十分关

心和重视，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林业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

省、市委、政府系列文件和会议精神，狠抓县林业领导班子建设，实

施全县“万林归宗、五林并举"的战略决策。县“四大家”机关领导

率领机关干部参加林业示范点建设工程和全民义务植树劳动，并从政

策、财力、物力等多方面扶持林业生产和保护林农合法利益，带动了

部门营造军民共建林、青年林、妇女林等示范林、纪念林。县林业系

统广大职工、科技工作者，在县林业局党政领导下，开展了精神文明

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为服务林业生产，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与有关部

门密切合作，送政策、送科技、送信息、送物资与资金到基层和林农

户。全县围绕护林、保护珍稀古树及野生动物等开展专项斗争和综合

治理，对确保全县林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全县全面绿



化达省级标准，连续实现20年无森林火灾，及

保护森林、资源等做了至关重要的具体工作。县

指挥部、县林业局等单位分别荣获全国绿化委员

县人民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多次表彰与奖励。

续编《犍为县林业志》工作，是在县委、县

地方志办公室具体指导下，全局职工共同努力，

其稿，上报批准付印。全志共10章41节约14

文并茂，史料真实，可读性强，是新中国成立后

业专业志书，具有“存史”、“教化”、“资治”作

职工认真读志、用志，启迪智慧，为全县林业生产发展谱写更加辉煌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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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根据编纂地方志、部门志指导思想和要求，以实事求是

的精神记述1986年以来，全县培育、发展森林资源及其林业基本建

设、林政管理等方方面面的演变，力求反映犍为林业事业发展的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色。 ’．

二、本志记述年代，原则是上限从1986年起，下限至2000年止。

为保存历史资料连续性，有伸前延后记述。

三、．本志为建国后新编的第二本县《林业志》，共10章41节，

以章统节，，有序、大事记、概述、后记、附录、志、传、录、图、表、

照等并存，共约14万字。

四、机构、组织、地名有全称或简称，人物只写姓名，职务或技

术职称，如犍为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按此类推。

五、年代一般采用公历，个别行文为尊重史料有用农时季节，如

春季造林、防火，时期如“七五”期间等，年代及数据多用阿拉伯文

字记述。
‘

。

六、本志史料主要来源于局存林业全宗档案，辅以资料和口碑，

经核实后引用。统计数据以县统计局和上级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七、本志计量单位按国家规定并保存史料阶段性原貌，有市制和

公制，如华里、公里、市亩、公顷、市斤、公斤、吨等。

八、本志行文字体及标点符号，经校核排印，均采用国家《汉字

简化总表》及标点符号标准，力求全志文字统一。

九、先进人物简介，由组织推荐，个人执笔，领导小组集体研究

载入本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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