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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一

阿苏大岭

宁蒗地处滇西北高原，境内山脉连绵，地势险峻，森林资源丰富，是金沙江上游重点林区之

一。林业在宁蒗过去是各族人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现在仍然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前提

和条件。

我生长在宁蒗，过去又长期在宁蒗工作，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森林田园。建国前，由于社

会的和历史的原因，这里封建领主制、奴隶制、原始共耕制并存．山区盛行。刀耕火种”、。毁林开

荒”、“烧山放牧”、。烧山逐兽”．加之各民族间频繁的冤家械斗．使丰富的森林资源遭到极度破

坏。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林业，建立了各级林业管理机构。开展森林保护，植树造林，实行

固定耕地，制止毁林开荒、乱砍滥伐，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受“左”的影响，推行。以拉为

纲”和“一大二公”．林农既无自主权．又得不到实惠，发展林业的积极性不高。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林业政策逐步落实，宁蒗县委、县人民政府从本区的实际出

发，确定了。以林为主”的方针，1980年落实了山林权，1982年开展了林业“三定”工作，1983年

划定“两山”(自留山、责任山)，初步落实了林业的责、权、利。为了全面解决好发展林业中的森

林保护、植树造林、开发利用和利苴分配等问题．1984年．县委出台了林业21条．使宁蒗林业

发展步入了正轨。1985年，国家对集体林木的经营政策效开．我们从林业生产周期长、我县林

农经营管理水平低和有必要实行以林业来促进和带动全面经济的发展等实际出发，决定实行

。千把斧子上山，一个窗口对外”，即集体林木由县统一代购代销(确定县木材公司、宁蒗林业局

为代购代销企业)，所得收益以分次多渠道、直接、间接返还林农的政策，并建立县木监局(后改

称县木管委)负责监督实施，有效地避免了收益分配不公，堵塞了乱砍滥伐和非法经营木材等

漏洞。为了确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县委、县政府还提出了。一手抓用材林．一手抓经济林”这

一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经科学论证，于1986年出台了。3·3·5·8”工程计划，即在。七五”末或

稍后，建立起3万亩青梅、3万亩花椒、5万亩苹果、8万亩牧草基地，于同年开始实施。时过9

年．“3·3·5·8”工程已全面完成，并巳初见成效，该工程已成为本区覆盖千家万户使人民脱

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宁蒗林业由于路子走得对，措施得当．护林、造林的积极性高，促进了自身

的发展，形成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态势，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文化的发展。我自1990

年调丽江工作后，宁蒗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继续坚持以上政策措施，不断取得了新的成就。随着

时间的推移，宁蒗林业将在旅游、生态、综合利用、造纸工业等方面拓宽，为全县人民作出更大

的贡献。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通过修志把宁蒗林业的历史和现状记述下来．认真总结林业发展

‘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服务当代，惠及子孙．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擎人的重任。我深信宁农

林业志必将起到“资治、存史、教化”的功用．希望作为宁蒗优势产业的林业，逐年得到发展．再

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是为序。

199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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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蒗彝族自治县县长罗学军

林业是我县的优势产业，是我县的财政支柱。煽纂‘宁蒗彝族自治县林业志)，记述宁蒗

林业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的夙愿。经过两年的努力，现《林业志》出版发行了。运不仅是

林业战线盼一块建设丰碑，而且是我县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在此，我谨代表编纂领导小组

向关心、支持该志的仁人志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县林业资源极为丰富，为金沙江上游林区重点县之一。80年代以前，我县毁林开荒、刀

耕火种极为普遍，优势的林业资源得不到充分保护利用。80年代后，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党

和国家的林业政策，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以林为主的生产方针．采取。保护管好中幼林。

合理利用成材林，重点进行荒山造林，大力发展经济林”的办法，积极发展林业生产。我们

采取行政、林业、武装、教育四条线承包护林防火的措施，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大

力开发植树造林的办法，坚持一手抓用材林，一手抓经济林．积极发展以苹果生产为重点的

“3·3·5·8”工程，加强护林、造林工作和发展经济林。同时，实行计划采伐，统一经营，

。千把斧头上山，一个窗口对外”的未材经营制度，采取木材销售收入以多种形式返还妹农。

以林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办法。使林农真正得到实惠，并提高了林业在全县经济工作中的

地位。此外，我们还兴办了一些林业企业．开展了木材的深加工、精加工，有效地提高了木

材的经济效益。通过不懈努力，我县的林业步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林业发展成为

了我县的支柱产业，林业所提供的税利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

我县的林业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发展生态林业、保证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任

务仍十分艰巨。这部志书的问世，将进一步激励广大林业职工积极工作，进一步引起更多的

人们关心、支持、帮助我县的林业工作，共同创造宁蒗林业更美好的明天．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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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民

宁蒗地处青藏高原南端．云岭山脉东侧，境内群山耸立，河流纵横，山水相依，林

村相间。立体地形、立体气候，为植物生长的多样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县森林资源

十分丰富，树种较多，尤以云南松为最．占林分面积的68％．占总蓄积量的62％。还有价值

较高的名贵树种三尖杉、沙棘、红豆杉等。据1989年二类资源调查。全县林业用地面积占总

面积的76．5％，其中有林地395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3 17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53．4％

(合灌木林10％)。人均占有林地19亩，人均占有木材’152立方米，均高于全国、全省人均占

有水平。是金沙江上游重点林区之一。

我是宁蒗人。舛宁．震的昨天和今天，林业与畜牧业的关系，林业与各族人民生产、生活

的关系都是十分了解和深有感触的。把宁蒗林业的历史和现状记述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县文志办受我们委托完成了这项任务。建国前的宁蒗，森林概属土司所有．

没有林业管理机构，加之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生产方式的盛行，森林火灾频繁，森林资源遭

到极度破坏。建国40年来，在各叛党政组织的领导下，我之前的历任局长，及分管林业的县

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林业方针政策．在建立健全林业组织机构．进行森林资源普查，开

展植树造林、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护林防火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卓著的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特别是党的+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宁表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党的林业政策，从畚县实

际出发，出台并付诸实施了实行。以韩为主”的方针、。林业三定”、。积极鼓励荒山适林”l

“一手抓经济林，一手抓用材林”I。集体林木材由县统一经营，所得利润多次返还林农”I实

施覆盖千家万户的“3·3·5·8”工程，“护林防火四条线承包制”等一系列好政策。我自1991

年任局长以来，除继续贯彻上述政策，在森林保护、长防林工程、以法治林、护林防火，局

机关自身建设等方面又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取得了新进展。我县林业在制止毁林开荒、乱砍

滥伐，植树造林、资源开发利用、控制森林火灾发生率等方面，与建国前相比发生了历史性

的变化。现在．我县林业已成为支柱产业，林业可提供的利税占全县财政收入70％以上．

然而，与先进地区比，我县韩业后备资源显得不足，辣未产品的潭加工、精加工水平很

低。要把宁蒗林业推上良性循环轨道，给后人创适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真正做到青山常在、

永续利用，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将一如既往，团结奋进．决心创造宁蒗林业更美好的明天．

是为序。

1994年12月9日



凡 例

一、本志为宁蒗彝族自治县林业专志，是在宁蒗县林业志编写领导小组的具体组织下，根

据宁蒗县的林业实际编写而成。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照“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和社会主义

新方志的编写原则，体现了三性(时代性，科学性，地方性)，三新(新的观点，新的资料和

新的方法)，记述了宁蒗林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宁蒗林业战线发

生的巨大变化。

三、本志上限力求尽量追溯，下限止于1993年．个别大事和必须顺延的人和事顺延到

1994年。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立前言、概述、凡例、大事记，志、人物简介、附录、后

记。

五、本志设传、记、图、表、录，按横排纵写．纵横结合的体例，对宁蒗林业的历史和

现实进行客观地记述，寓观点子记述之中。

六、鉴于80年代以后，宁蒗县林业企业(含以木材为原料的工业企业)有较大发展，在

开发和利用宁蒗森林资源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本志单列一章对各林业企业一一进行简介。

七、本志纪元民国前直书王朝年号，加注公元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概以公元纪

元。乡镇地名和人名一律以当时之称谓记述。

八、本志。建国前”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建国后”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文革”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缩写。

九、列入本志的先进个人为受省主管部门和地委行署表彰者，其余先进个人因篇幅有限，

不再一一列表。

十、本志各章节内容有一事多见的情况，目的是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但详略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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