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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纵观古今，盛世修志，莫不如是。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优点

特长，是永不尽竭的光荣事业。续修良志，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有益后世。

自第一届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以来，历经20余年。此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实践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实施

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

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硕果累累，取得了社会主义全面振兴和巨大变革，全国人民步

人了小康社会。同时，林业部门积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一系列林业政策，狠抓植树造林

和生态工程建设，坚持依法治林，强化科技兴林，加强森林“三防”工作，使林业走上了健

康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新世纪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创新理论、抓住机遇、探索新途径、研究新情况、适应新要求。不断地改革林业体制

与产权制度，调整林业结构，推广、试验与研究林业科学技术等，加快了林业发展，获得了

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此次续修《林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以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部门志编修原则。突出与时俱

进、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和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与林业产业高效发展的林业特色，翔近略

远，客观真实的反映永川加快林业发展、加快林业“两个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

编修好《林业志》，使其在存史、资政、教育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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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书上限为1986年，下限为2006年。极少数追溯到建国初期的机构沿革。

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叙体。

本志书中数据与资料，多数来源于市统计局、民政局和林业局档案室等，部分由本局

各科室及直属单位提供。

因本次修志期间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文中使用的行政乡(镇)名称与现有名称不一

致的指事件发生时的名称；“市委”、“市政府”、“市X X局(委)”等未明确表述为“重庆

市”的简称均指永川市。

为尊重史料、尊重原著，本志书数据资料中的公顷、亩等计量单位，公制与市制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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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自然资源概况

永川市位于重庆直辖市西部，长江上游北岸。自东经105037’31”至106005’07Ⅳ，自北

纬28056’16”至29034’30”之间。东连璧山县，东南与江津市接界，南靠四川省合江县，西

南与四川省泸县接壤，西邻荣昌县，西北与大足县毗邻，北接铜梁县。南北长70．8公里，

东西宽44．5公里，幅员面积1575．68平方公里。

永川地处川东南平行岭谷褶皱区，华蓥山向西南延伸的低山丘陵区。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海拔200—1025米。以丘陵地貌为主，丘陵面积占幅员面积的83．5％，低山面积

占幅员面积的16．5％o境内5条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大致组成“川”字低山岭群：东

面云雾山从北向南纵贯全境；西北巴岳山由铜梁、大足延伸人永川；西南面阴山与巴岳山

鱼贯相接，向南延伸；箕山由北斜向西南抵市境中部，主峰薄刀岭为全市最高峰；南面黄

瓜山体呈厢形，顶部平缓。

利II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型气候，季风性显著。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冬暖春早，夏
热而长，湿度大，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云雾多，日照少，平均气温18℃，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为42．1"12 o最冷月元月，平均气温7．2℃，最热月7q月，平均气温28．3"C，全年无霜期
317天，日照时数1334小时，年均降水量1042．2毫米，年均相对湿度83％o

境内河流属长江干流水系和涪江水系。长江干流自南端朱沱镇人境，至松溉镇出

境，流程17．6公里。境内溪河密布，共有大小溪河220余条，其中，常年流水河有永川

河、小安溪、圣水河、九龙河、大陆河、龙溪河等6条，流程共481．2公里。

境内森林土壤有紫色和黄壤两大土类。紫色土土壤肥力较高，分为灰棕色土、暗紫

色土和红棕色土3个土属；黄壤土分为冷砂土、矿质黄泥土、老冲击黄泥土和森林冷砂土

4个土属。森林植被下以森林冷砂土为主。

全市林业用地52．17万亩，森林覆盖率29．93％，有林地44．06万亩，其中t人工林

37．9万亩，天然林6．16万亩。活立木蓄积97万立方米，其中成片林分活立木蓄积69万

立方米。植物共有75科335种。主要森林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林、楠竹林、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常绿落叶阔叶林、单一或混交暖性针叶林、单一或混交竹林以及茶树等。常见

野生动物主要有鸟兽，其中鸟类23科39种；兽类9科16种(详见本志书中动植物名录

表)o

境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不但有历史久远的三河汇碧、桂山秋月、铁岭夏莲、竹溪夜

雨、八角攒青、石松百尺、圣水双清、龙洞朝霞古八景，而且新建有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

园、重庆野生动物世界、卫星湖国际旅游度假村、黄瓜山、石笋山、桃花源等森林公园以及

植物园、百里优质水果长廊、来龙湖生态园区、牛门口观光农业等旅游景区。

二、林业概况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承担着生态建设和林
6



产品供给的重要任务。林业主管部门的职责是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林业工作的

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编制全市植树造林、绿化、森林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中长期规划和

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开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执法，指导林业企事业单位和基层

林业工作，做好林业科技推广与产业发展，建设比较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

林业产业体系。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际，为适应林业发展的需要和行政区域调整的现实，林业局

曾多次调整、变更科室和下属事业单位，适时充实完善镇、街道办事处林业工作站及其队

伍。曾先后建设国家级、省级、县级森林公园各1个。依托本地旅游资源优势，积极发展

森林生态旅游业。着力引进资金、技术与人才，组建了重庆市仙福林场、重庆市福永林木

发展有限公司、植物园、桂山动物园以及松香厂等，开发利用森林资源优势，促进产业体

系建设。

自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建设以来，全市林业由采

伐天然林为主向采伐人工林为主转变，由木竹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全面禁

止商业性采伐。进一步完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造林积极性，促进

林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各种林业生产要素向林业有序流动，逐步建立现代林业产权制

度。深化林业企事业单位改革，搞活行业经济，排除企事业生存的困难。加强林业基层

基础建设，健全林业发展的网络体系。

改革国有林场体制，5个场合并为1个场后，国有林场除分类经营和护林外，积极向

竹木经营、经济林培育和森林旅游方面发展。集体林区依托退耕还林工程，在营造生态

公益林的同时，大力发展特色优质笋竹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资源。

为落实科技兴林，增设“市林业科技推广站”机构。扩大科技工作队伍，提高队伍业

务素质。积极引进优良林木品种，广泛开展林业科研与试验工作，建立多种优质经济林

苗木和生态苗木示范与试验基地10余个，为调整林种结构提供足够的物资基础，提高了

生态工程建设质量o

近年来，相继科学地编制了(2004—2020永川市林业发展纲要》、《永川市退耕还林

工程总体规划》、《森林防火阻隔带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等重点林业发展规划，并陆续组

织实施，力图将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加快建成山川秀美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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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九八六年

永川遭大风雹灾害，大安、陈食等8个乡镇受灾，死亡3人，重伤11人，轻伤500余人，
5月12日

林农受灾损失达441．7万元。

6月 永川县10个区林业站成立

△ 永川县速生丰产林工程建设启动

9月 完成国有林权、地权的确定与林权证发放工作

一九八七年

6月 永荣乡大面积发生竹蝗，危害当地水稻、玉米等农作物

9月 永川县林业局办公地址由望城路l号搬迁至大南门林工商综合楼

一九AA．年

3月 永川县森林植物检疫站成立

一九八九年

△ 永川县长防林工程建设启动

2—10月 开展永川森林病虫普查工作

一九九O年

12月 完成永川森林资源初始建档工作

一九九～年

△ 永川竹蝗大暴发灾害之年，发生面积45715亩，防治面积42600亩，防治率93．19％。

一九九二年

2月 因撤乡并镇，原10个区林业站撤销，新成立35个乡、镇林业工作站

4月 永川撤县设市、撤区并乡建镇

政协永川市委员会向市政府提出关于开发“箕山风景旅游区”的建议案(永协发
9月

[1992J8号)

12月 建立箕山森林公园、黄瓜山森林公园(均为省级)

△ 被评为全国长防林实绩核查一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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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

1月 永川市林业局转体为永川市林业总公司

2月 永川市花卉苗木公司成立

△ 获四川省长防林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

4 乡、镇与街道办事处林业工作站人、财、物等权移交其当地行政单位管理

～九九四年

5月 永川市林业局办公地址由大南门林工商综合楼搬迁至萱花路169号林业大厦

一九九五年

5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考察市黄瓜山林场及寒坡乡湿地松林

△ 市级四大班子绿化示范基地启动

市巴岳山红旗林场首次发现松腮扁叶蜂新虫种，通过重庆市永川森林病虫站邀请南京

8月 林大、四川农大林学院、中国林科院、国家林业部等专家教授深入灾情现场调查研究，

制定并实施了综合防治方案，达到了有效控制目的。

一九九六年

lO月 永川市箕山竹海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

一九九七年

3月 永川市林业总公司撤销，恢复永川市林业局原名

永川林业局与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合作的“马尾松毛虫预测预报技术研究”课
3

题获四川省林业厅科技技术进步三等奖

8月 阴山山脉发生“8．27”森林火灾．

11月 永川市林产品经销服务公司改制为永川市木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企业)

一九九八年

6月 重庆市林业局同意永川红旗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驯养野生动物

12月 永川茶山竹海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成立

△ 永川市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启动

一九九九年

5月 云雾山森林公园建立

由重庆市旅游局、中共永川市委、市府共同举办的’99重庆生态环境旅游．永川茶山竹
5月

海开山节在箕山森林公园隆重举行。

△ 开展森林植物检疫对象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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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O年

大安镇云雾山村滥伐林木，情节严重，林业局对该村实施了林业行政处罚，责令补种
1月

1010株马尾松，罚款10602．24元。

4月 永川市公安局茶山派出所成立

6月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才视察永川林业

10月 永川市茶山竹海旅游区设立

永川市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站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更名为永川国家级森林病虫害中心
4月

测报点 ．

△ 永川市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全国经济林建设示范县”

二oo一年

8月 永川市林工商联合公司改制解体

9月 永川市公安局林业派出所更名为永川市森林公安局

9月 永川市林木种苗站成立

11月 编制《重庆永川市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00—2010年》

12月 永川市林业局办公地址由萱花路169号林业大厦搬迁至汇龙大道213号

二oo二年

9月 完成永川市森林资源一类清查工作

△ 永川城区山头绿化工程启动

6月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视察永川林业工作

二OO三年

德国专家与国家林业局相关人员到永川调研森林病虫害测报网络规范模式与管理合
△

作项目

永川林业局与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合作研究的“马尾松腮扁叶蜂综合防治技术
4月

研究”课题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我市花桥镇退耕还林因粮食供应不规范问题，被《重庆商报》和《人民日报》批评，国家
4月

领导人曾培炎作批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全市退耕还林大整改。

5月 阴山山脉发生“5．1”森林火灾

5月 永川市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成立 ．

8月 永川市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中心成立

8月12日 国家森林资源评审委员会秘书长王兴国到永考察茶山竹海森林公园

9月 永川市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中心并入永川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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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月 永川市森林防火阻隔带工程启动

12月 茶山竹海森林公园晋升为国家级“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

永川林业局开展的“砂梨密植丰产技术推广”项目获重庆市首届林业科技成果推广三
12

等奖

△ 引进重庆市仙福林场发展速生杨
’

△ 引进重庆市宏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植物园

二Oo四年

3月8日 召开市级机关绿化捐资动员大会，现场捐款97830元。

4月 重庆市林产公司下放永川市管理

4月 国家林业局造林司司长魏殿生视察永川林业及退耕还林工作

4月 开展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工作

12月 重庆市林产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12月 永川市木材检查站并入永川市森林公安局

12月16日 国家林业局林业站管理总站副站长李近如到永检查乡镇林业站合格县建设情况

△ 配合有关部门加强野生鸟类保护管理防治禽流感疫病工作

△ 引进松香加工企业重庆市福永林木发展有限公司

二oo五年

4月 永川市森林公安局更名为永川市森林公安警察大队，并列人公安机关序列

4月17日 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副司长刘永范到永视察工作

5月 启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国家林业局驻成都专员办对永川市2004年度林木采伐进行了全面检查，指出永川在

森林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与薄弱环节：作业设计不规范；采伐证发放把关不严；采
6月

伐监督管理职责缺位。对此，引起了局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专题研究，制定了

《关于加强林木采伐管理整改方案》并于7月正式实施。

6月 国家退耕办副主任张秀斌调研永川退耕还林工作

7月 永川市林木种苗站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8月 永川市旅游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成立

9月 撤销箕山林场、红旗林场、阴山林场、黄瓜山林场、云雾山林场，设立永川国有林场

9月 永川市林业局行政审批科成立

△ 永川接受重庆市级退耕还林复查，检查结果为合格。

12月 永川市林业局产业办公室成立，将局办公室、财务科合并为综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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