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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地区林业志》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

贺的大喜事。它的出版问世，为我区林业事业的发展提

供借鉴，营建了一座绿色。宝库”，是我区林业文化建设

的一大丰硕成果。 ，

怀化地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雪峰、武陵两大山脉

纵贯全境，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孕育了极其丰富的林业资源。全区林业用地面

积占总面积的加％，活．立木蓄积量居全省之首，是我国

南方重点林区之一。

． 怀化地区造林历史悠久，秦汉唐宋历代均有记载。

民国以来，国民政府曾设置机构，征工造林，但终因战

乱而中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植树造林作为一

件大事来抓，群众性的绿化荒山运动持续开展。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推行林业体制改革，走

出了单一化的生产模式，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立体

开发新格局。林产队伍不断壮大，集约经营基本形成，

生产结构趋于合理，林政管理步入规范。我们要认真总

结历史经验，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以市场为导向，以

科技为依托，以优质高效为目标，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

建设林业强区的光荣使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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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怀化地区林业志》是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修志者历经5载，数易其稿，完成了这项6篇刀章8J

节姐万字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本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广采博收，翔实地

记载了自秦代以来至，9妇年二千余年怀化林业兴衰起伏

的基本史实，突出了事物的发展演变，纵情讴歌了怀化

人民创造人类文明的光辉业绩，教育人民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再创辉煌。本志是一面镜子，对

当政者知交替，明兴亡，兴利除弊，科学决策，提供了

十分有益的借鉴。本志是一座资料库，具有一卷在手，

全区林业在胸之功效，对兴旺我区林业，推动科技进

步，开拓林产品市场，发展高效林业具有实效性的功

能。尽管全书尚有不足之处，毕竟瑕不掩瑜，不失为一

本好书。

《怀化地区林业志》的成书，得到了上级领导的亲切

关怀，方志专家的热情帮助，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凝

聚了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在此谨向为之付出辛勤劳动

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序作者系怀化地区林业局局长。

曹丰禄

1997年9月



凡 例 3

凡例

一、《怀化地区林业志》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

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怀化地区林业发展的历史

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断限时问，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朔到各类

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993年，个别事物延至1997

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立足当代，着重记述怀化

地区建国以来林业的发展历程。

三、本志首设概述，统摄全志，次为大事记，纵贯

古今，中设专志6篇23章，为志书主体，附录列为志

尾。本志以语体文据实叙事，力求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

特征。为从面、线、点的结合上反映事物全貌，在有关

章节中附有表格和重点事物简介。

四，怀化地区解放时间为1949年JD月。本志为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史料，把1949年JD月以

前称“建国前”，J9锣年』D月以后称“建国后”。7

五、纪年著录，建国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建国以后，统一用公元纪年。

六、人物传依志书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凡入传

者，均为对林业作过较大贡献的人，按卒年排列。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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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过较大贡献并获得地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和省(省

委、省政府)以上先进个人称号的，除以事系人外，列

人物表。 ’．

七、计量单位，建国前，按当前通行的习惯记法，

建国后，一般采用标准计量单位。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地区档案馆、地区林业局档

案室，少数资料来自新编省志和县市志，以及林_,lk"r-作

者个人收藏的资料，为节省篇幅，概不注明出处。统计

数据以林业部门的为准。



怀化地区林业志

湖南省怀化地区林业局编

河南省郑州信息工程所(印刷厂)印制

850x 1 168毫米32开15．125印张彩印O．25印张32万字

1998年11月第一版 199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l—2000册

豫内资新出发通宇(19983 134号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工本费：40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7)

第一篇林业综述

第一章林业自然环境⋯⋯⋯⋯⋯⋯⋯⋯⋯⋯·(37)
第一节地貌⋯⋯⋯⋯⋯⋯⋯⋯⋯⋯⋯⋯⋯⋯⋯⋯(37)

第二节 气候⋯⋯⋯⋯⋯⋯⋯⋯⋯⋯⋯⋯⋯⋯⋯⋯(38)

第三节土地⋯⋯⋯⋯⋯⋯⋯⋯⋯⋯⋯⋯⋯⋯⋯⋯(42)

第四节 河流⋯⋯⋯⋯⋯⋯⋯⋯⋯⋯⋯⋯⋯⋯⋯⋯(47)

第二章森业资源⋯⋯⋯⋯⋯⋯⋯⋯⋯⋯⋯⋯⋯⋯⋯”(49)
第一节 资源调查⋯⋯⋯⋯⋯⋯⋯⋯⋯⋯⋯⋯⋯⋯⋯(49)

第二节树种资源⋯⋯⋯⋯⋯⋯⋯⋯⋯⋯⋯⋯⋯⋯⋯(60)

第三节林问动物⋯⋯⋯⋯⋯⋯⋯⋯⋯⋯⋯⋯⋯⋯⋯(69)

第三章山林权属变革⋯⋯⋯⋯⋯⋯⋯⋯⋯⋯⋯⋯·(71)
第一节 山林土地改革⋯⋯⋯⋯⋯⋯⋯⋯⋯⋯⋯⋯⋯(71)

第二节个体山林入社⋯⋯⋯⋯⋯⋯⋯⋯⋯⋯⋯⋯⋯(74)

第三节 山林。四固定”⋯⋯⋯⋯⋯⋯⋯⋯⋯⋯⋯⋯⋯(75)

第四节林业。三定”⋯⋯⋯⋯⋯⋯⋯⋯⋯⋯⋯⋯⋯⋯(77)

第四章林业改革试验⋯⋯⋯⋯．，．⋯⋯⋯⋯⋯⋯⋯⋯(79)

第一节林业改革的情况与历程⋯⋯⋯⋯⋯⋯⋯⋯⋯(79)



2 怀化地区林业志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多种开发形式试验⋯⋯⋯⋯⋯⋯⋯⋯⋯⋯⋯(81)

山林产权制度建设试验⋯⋯⋯⋯⋯⋯⋯⋯⋯(84)

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造试验⋯⋯⋯⋯⋯⋯⋯⋯(85)

林业资金有偿使用制度试验⋯⋯⋯⋯⋯⋯⋯(87)

林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试验⋯⋯⋯⋯⋯⋯⋯⋯(88)

第二篇造林育林

第一章林木种苗⋯⋯⋯⋯⋯⋯⋯⋯⋯⋯⋯⋯⋯⋯⋯⋯(89)

第一节 种 子⋯⋯⋯⋯⋯⋯⋯⋯⋯⋯⋯⋯⋯⋯⋯⋯(89)

第二节 育 苗⋯⋯⋯⋯⋯⋯⋯⋯⋯⋯⋯⋯⋯⋯⋯⋯(97)

第二章造林绿化⋯⋯⋯⋯⋯⋯⋯⋯⋯⋯⋯⋯⋯”(105)
第一节人工造林⋯⋯⋯⋯⋯⋯⋯⋯⋯⋯⋯⋯⋯⋯(107)

第二节迹地更新⋯⋯⋯⋯⋯⋯⋯⋯⋯⋯⋯⋯⋯⋯(126)

第三节 飞播造林⋯⋯⋯⋯⋯⋯⋯⋯⋯⋯⋯⋯⋯⋯(127)

第四节林业基地建设⋯⋯⋯⋯⋯⋯⋯⋯⋯⋯⋯⋯(131)

第三章育林⋯⋯⋯⋯⋯⋯⋯⋯⋯⋯⋯⋯(142)
第一节封山育林⋯⋯⋯⋯⋯⋯⋯⋯⋯⋯⋯⋯⋯⋯(142)

第二节 用材林抚育⋯⋯⋯⋯⋯⋯⋯⋯⋯⋯⋯⋯⋯(147)

第三节 油茶、油桐林抚育⋯⋯⋯⋯⋯⋯⋯⋯⋯⋯(150)

第四节楠竹抚育⋯⋯⋯⋯⋯⋯⋯⋯⋯⋯⋯⋯⋯⋯(152)

第五节 其它经济林抚育⋯⋯⋯⋯⋯⋯⋯⋯⋯⋯⋯(153)

第四章林场·采育场⋯⋯⋯⋯⋯⋯⋯⋯⋯⋯⋯⋯⋯(155)

第一节 国营林场⋯⋯⋯⋯⋯⋯⋯⋯⋯⋯⋯⋯⋯⋯(155)

第二节集体林场⋯⋯⋯⋯⋯⋯⋯⋯⋯⋯⋯⋯⋯⋯(163)

第三节森工林场⋯⋯⋯⋯⋯⋯⋯⋯⋯⋯⋯⋯⋯⋯(168)

第四节 社队采育场⋯⋯⋯⋯⋯⋯⋯⋯⋯⋯⋯⋯⋯(170)

‘第五节家庭林场⋯⋯⋯⋯⋯⋯⋯⋯⋯⋯⋯⋯⋯⋯(170)



目 录 3

第三篇森林保护

第一章林政管理⋯⋯⋯⋯⋯⋯⋯⋯⋯⋯⋯⋯⋯⋯⋯(173)

第一节 采伐管理⋯⋯⋯⋯⋯⋯⋯⋯⋯⋯⋯⋯⋯⋯(173)

第二节木材市场管理⋯⋯⋯⋯⋯⋯⋯⋯⋯⋯⋯⋯(176)

第三节木材流通监督管理⋯⋯⋯⋯⋯⋯⋯⋯⋯⋯(180)

第四节 山林纠纷调处⋯⋯⋯⋯⋯⋯⋯⋯⋯⋯⋯⋯(185)

第二章林业公检法⋯⋯⋯⋯⋯⋯⋯⋯⋯⋯⋯⋯⋯⋯(188)

第一节林业公安⋯⋯⋯⋯⋯⋯⋯⋯⋯⋯⋯⋯⋯⋯(188)

第二节林业检察⋯⋯⋯⋯⋯⋯⋯⋯⋯⋯⋯⋯⋯⋯(199)

第三节林业审判⋯⋯⋯⋯⋯⋯⋯⋯⋯⋯⋯⋯⋯⋯(202)

第三章森林防火⋯⋯⋯⋯⋯⋯⋯⋯⋯⋯⋯⋯⋯⋯⋯(207)

第一节 山林火情⋯⋯⋯⋯⋯⋯⋯⋯⋯⋯⋯⋯⋯⋯(207)

第二节 防救措施⋯⋯⋯⋯⋯⋯⋯⋯⋯⋯⋯⋯⋯⋯(209)

第三节 火灾保险⋯⋯⋯⋯⋯⋯⋯⋯⋯⋯⋯⋯⋯⋯(215)

第四章森林病虫害防治⋯⋯⋯⋯⋯⋯⋯⋯⋯⋯“(216)
第一节 病虫种类⋯⋯⋯⋯⋯⋯⋯⋯⋯⋯⋯⋯⋯⋯(216)

第二节 防治措施⋯⋯⋯⋯⋯⋯⋯⋯⋯⋯⋯⋯⋯⋯(220)

第三节病虫测报⋯⋯⋯⋯⋯⋯⋯⋯⋯⋯⋯⋯⋯⋯(223)

第四节植物检疲⋯⋯⋯⋯⋯⋯⋯⋯⋯⋯⋯⋯⋯⋯(223)

第五章野生动物保护⋯⋯⋯⋯⋯⋯⋯⋯⋯⋯⋯⋯(224)

第四篇森林利用

第一章林业基建⋯⋯⋯⋯⋯⋯⋯⋯⋯⋯⋯⋯“(227)
第一节道路建设(林区公路、铁路专用线) ⋯⋯(228)

第二节溪河整治⋯⋯⋯⋯⋯⋯⋯⋯⋯⋯⋯⋯⋯⋯(229)

第三节生产设施⋯⋯⋯⋯⋯⋯⋯⋯⋯．．．⋯⋯⋯⋯(230)



4 怀化地区林业志

第二章木竹采伐⋯⋯⋯⋯⋯⋯⋯⋯⋯⋯⋯⋯⋯
第一节 采伐形式⋯⋯⋯⋯⋯⋯⋯⋯⋯⋯⋯⋯⋯⋯

第二节采伐技术⋯⋯⋯⋯⋯⋯⋯⋯⋯⋯⋯⋯⋯⋯

第三节林区与产品变化⋯⋯⋯⋯⋯⋯⋯⋯⋯⋯⋯

第三章木材运输⋯⋯⋯⋯⋯⋯⋯⋯⋯⋯⋯⋯⋯⋯⋯

第一节

第二节

g_--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山场运输

水上运输

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木竹经营⋯⋯⋯⋯⋯⋯⋯⋯⋯⋯⋯⋯⋯⋯⋯

木材购销体制⋯⋯⋯⋯⋯⋯⋯⋯⋯⋯⋯⋯

木材购销价格⋯⋯⋯⋯⋯⋯⋯⋯⋯⋯⋯⋯

木材检尺计量⋯⋯⋯⋯⋯⋯⋯⋯⋯⋯⋯⋯

竹材购销⋯⋯⋯⋯⋯⋯⋯⋯⋯⋯⋯⋯⋯⋯

林产工业⋯⋯⋯⋯⋯⋯⋯⋯⋯⋯⋯⋯⋯⋯⋯

木材加工⋯⋯⋯⋯⋯⋯⋯⋯⋯⋯⋯⋯⋯⋯

竹藤棕制品⋯⋯⋯⋯⋯⋯⋯⋯⋯⋯⋯⋯⋯

林产化工⋯⋯⋯⋯⋯⋯⋯⋯⋯⋯⋯⋯⋯⋯

林副产品⋯⋯～⋯⋯⋯⋯⋯⋯⋯⋯⋯
桐油，茶油⋯⋯一⋯⋯⋯⋯⋯⋯⋯⋯⋯⋯

松脂⋯⋯⋯⋯⋯⋯⋯⋯⋯⋯⋯⋯⋯⋯⋯

白虫音⋯⋯⋯⋯⋯⋯⋯⋯⋯⋯⋯⋯⋯⋯⋯

水果、茶叶⋯⋯⋯⋯⋯⋯⋯⋯⋯⋯⋯⋯⋯

其 它⋯⋯⋯⋯⋯⋯⋯⋯⋯⋯⋯⋯⋯⋯⋯

(231)

(231)

(234)

(236)

(241)

(241)

(243)

(253)

(254)

(255)

(255)

(262)

(270)

(275)

(277)

(278)

(284)

(285)

(288)

(288)

(293)

(296)

(299)

(301)



目 录 5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五篇林业科教

林业科技⋯⋯⋯⋯⋯⋯⋯⋯⋯⋯⋯⋯⋯．．
机构、队伍⋯⋯⋯⋯⋯⋯⋯⋯⋯⋯⋯⋯⋯

科技活动⋯⋯⋯⋯⋯⋯⋯⋯⋯⋯⋯⋯⋯⋯

科技成果⋯⋯⋯⋯⋯⋯⋯⋯⋯⋯⋯⋯⋯⋯

科技团体⋯⋯⋯⋯⋯⋯⋯⋯⋯⋯⋯⋯一⋯

林业教育⋯⋯⋯⋯⋯⋯⋯⋯⋯_⋯⋯⋯⋯·

第一节基础教育⋯⋯⋯⋯⋯⋯⋯⋯⋯⋯⋯⋯⋯⋯

g--节职业培训⋯⋯⋯⋯⋯⋯⋯⋯⋯⋯⋯⋯⋯⋯

第六篇资金-机构

(305)

(305)

(31们

(315)

(363)

(368)

(368)

(370)

第一章林业资金⋯⋯⋯⋯⋯⋯⋯⋯一吖⋯⋯⋯⋯⋯(371)
第一节财政投资⋯⋯⋯⋯⋯⋯⋯⋯⋯⋯⋯⋯⋯⋯(371)

第二节基建投资⋯⋯⋯⋯⋯⋯⋯⋯⋯⋯⋯⋯⋯⋯(374)

g_-节专项基金⋯⋯⋯⋯⋯⋯⋯··：⋯⋯⋯⋯⋯⋯(382)

g四节银行贷款⋯⋯⋯⋯．．．⋯⋯⋯⋯⋯⋯⋯⋯⋯(398)

g五节其它收入⋯⋯⋯⋯⋯⋯⋯⋯⋯⋯⋯⋯⋯⋯(400)

第二章林业机构⋯⋯⋯⋯⋯⋯⋯⋯⋯⋯⋯⋯⋯”(401)
第·节行政管理机构⋯⋯⋯⋯⋯⋯⋯⋯⋯⋯⋯⋯(401)

g二节森工管理机构⋯⋯⋯i⋯⋯⋯⋯⋯⋯⋯⋯”(405)

g--节事业机构‘⋯⋯⋯⋯⋯⋯⋯⋯⋯⋯⋯⋯⋯⋯(409)

第四节森工企业⋯⋯⋯⋯⋯⋯⋯⋯⋯⋯⋯⋯⋯⋯(412)

人物⋯⋯⋯⋯⋯⋯⋯⋯⋯⋯⋯⋯⋯⋯⋯⋯⋯⋯⋯⋯⋯“15)

一，人物传⋯⋯⋯⋯⋯⋯⋯⋯⋯⋯⋯⋯⋯⋯⋯⋯⋯(415)

二、人物表⋯⋯⋯⋯⋯⋯⋯⋯⋯⋯⋯⋯⋯⋯⋯⋯⋯(423)

附录⋯⋯⋯⋯⋯⋯⋯⋯⋯⋯⋯⋯⋯⋯⋯⋯⋯⋯⋯⋯⋯(429)



6 怀化地区林业志

文件选录⋯⋯⋯⋯⋯⋯⋯⋯⋯⋯⋯⋯⋯⋯⋯⋯⋯⋯

修志始末⋯⋯⋯⋯⋯⋯⋯⋯⋯⋯⋯⋯⋯⋯·
(429)

(46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