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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是以林为主的山区县。为迫寻本县林业发展的历程，从中引

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提供制定林业发展规划的依据，加速现代林

业的发展，保持青山常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这便是我们组织编

写《霍山林业志》的缘起。

本志记述年代上溯至前志，下迄1985年底止。是本着。详今略

古一的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秉笔执书，追溯实录．为

免浩繁，有物即书，无物即弃．

全志共分：综述、林业、森林工业，附录四大部分．综述篇：记

述了林业机构沿革，林业教育的兴起，林业科研的成就；林业篇：着

重记述各个时期林业发展的实录，森林资源的变化；森林工业篇：记

述各时期的森林资源开发利用；附录：记述林业法规，林苑(古老珍

稀名木简介，从事林业生产的先进人物、诗文)以及霍山木本植物名

录，大事年表，后记等。

本志资料来源：道光年间是抄录县内现存碑文，民国期间来自省

档案馆，红军时代《林业法规》摘录王志怀在《安徽林业》的报道，

建国后是查阅县、地各种文献和表录资料，以及老林人的口述，木本

植物名录．珍稀古老名树，均为实地调查所得。

l



2

的编修是在县志办、地区林志办的指导下，首先编写成十六

求意见稿，后经多方征询意见，几经修改，于1988午10月行

为完善志体，理顺篇日，县志办将送审稿，特请安徽大学历

经教授删改，为翔实资料、简明文字，特邀请合肥林校校长

级讲师，对初稿作阅改指正。

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编修组

一九AA．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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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r 十

一、霍山县志最早见于南宋，最迟成于清光绪三十一年，林业原

属于农业范畴之内，旧志所载，仅一篇目而已。建国以来，林业工作

是大开生面，高树一帜。欣逢盛世，随着霍山县志编纂的要求，本志

应运而生。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史观为准绳，以事实为依

据，寓褒贬于记叙之中，显经济于上层建筑之上，避虚就实，言之有

物，不烘托煊染，溢美词藻。

三、本志立足于当代，又着眼于统合古今。上限不限(前志、之

限)，下限至1 985年底止。为突出主题，繁而不赘，为从属引证，简

胜于无。对于共性与个性相关联的，做到详独略同。

四、本志采用章节式，共分综述、林业，森林工业、附录．即四大

部分组成。篇下设章、节；节下以一、二、三，l、2、3，(1)，

(2)，(3)，项目顺序排列，横排竖写，纵不断线，横不缺项。

五、本志体裁采用图、表、录综合体，确当地贯串各有关章节之

中．以补文字之不足，有超越文字的功能。

六、为了归属得体，避免章节混淆，第一篇综述，分概述，是全

书纲领性概括和缩影。林业机构．教育、科研．区划，是推动林业前进

， 3



篇森林工业，是本志的主题部分。以事分

冠有提示，标上小标题，是为追本溯源，

梗概，然后按章节缕析记述。

、林苑、霍山木本植物名录，大事年表，

关重要的人、物、事和引用资料，都纳入

为主，外调为辅，兼有口碑活资料，为节

的特色，除木本植物名录一节外．文中树

和机构名称，一般采用当时名称，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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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由众多的生态系统组成，森林生态系统

就是这个庞大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它通

过内部的能量转化和物质代谢，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着物质资料，I

每时每刻都在净化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它是人类的发源地。：-

。 霍山．。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山岳广袤，．气候宜

人，．物产丰富，尤其是森林资源素负盛名，‘是山区人民赖以生存的物

质基础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境内五十年代相继建成的淠史杭重点工

程二÷佛子岭、磨子潭两座大型水库，亦依赖于茂密的森林来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延长其寿命。因此，植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有着重

大的现实意义。 。． 。

}： 、
=j。：

建国四十多年∥党和政府无时不在为老区人民尽早脱贫改貌而观

注；改变霍山穷山恶水的面貌、造福子孙后代，成为全县各级党委、

政府的首要任务和光荣职责；全县人民长期坚持“以林为主”的建设

方针，并提出．。“树雄心、立壮志，为实现无山不绿、有水皆青的绿化

目标而奋斗●、的口号，大搞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护林保土工作，使

霍山林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全县新增林地

5



情况和各个时期的林业法规等，突出了霍山以林为主的特点，展现了

霍山四十年林业建设的可喜成就。虽然这部志书在资料挖掘的深度和

搜集范围的广度上，还有某些不足，但它较科学、较系统地总结了霍

山的林业建设过程，并从中引出不少经验和教训，无疑，这部林业专

6



志的出版，将对全县今后的林业建设提供有

同时，它也是广大林,_lk-r作者一本难得的参

霍山县副县长

一九九



第

加墨
豸求

述

点丛匕

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