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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发达的林业，既是困家富足，民族繁荣的象征，又是社会高度义明的重要标

志。森林是困家宝贵的自然资源，它不仅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提供术材

和林副产品，而且通过其强大的生物效能，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良地力、防风

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增进人们身心健康、维持自然生态平衡以

及保障农jIk高产稳产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森林是

人类的养育者，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森林：而人类则是森林的开发利用者

和培育经营者。

若尔盖县地处Jll西北高原，山丘起伏，河流纵横，气候温寒，雨量充沛，适宜

高山林木生长和分布。全县各族人民历来就有护IJ|育林，保护森林的优良传统，

留下了大量极为宝贵的自然物质财富，也为我们今天发展林业、保护森林提供_r

教益。

建县后，若尔盖林、Ip的发展和森林资源的利用经验教训尤深，“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我们编写林业志的目的在于把政府和人民造林、护林以及利J：lj森林资

源等等的历史和现状详实记述下来，以经验教训来展示客观规律，从而为建设若

尔盖发达的林j№提供借鉴和依据。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在上级领导、若尔

盖县志编纂委员会及林_、Jk工作者和有关部f-1的关怀帮助和大力支持下开展起来

的。我局的编志J：作者本着“上对祖宗，下对子孙”负责的精神，克服资料不足、时

间紧迫等困难，以新的心想、新的观点、新的力‘法、拟定纲|=；_I，采访口碑，查阅档案

并认真地进行资料考证、核实、汇编，儿易其稿，终于编纂出这部比较完整的具有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若尔盖县林、Ik志》。

《若尔盖县林、Ik志》主要记叙建县以来林、Jk建设事业叶I各项二l：作的开展情

况和经验教洲，以期全县各族人民，特别足林、№工作者从巾吸取教益，大力植树

造林，加强森林保护，合理开发lil)t】，努力恢复和扩大森林资源，实现“肯“I常在，

永续利用”的日标。

在《若尔盖县林业志》编成之际，我谨向为编纂《若尔盖县林业志》给予

帮助、支持的单位和个人，向为编写志书洒下辛勤汗水，付出大量心血的同志们，

致以深切的谢意!

若尔盖县林、Jk局局长 尚 州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凡 例

《若尔盖县林业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采用辨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进行编写的。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以达到资鉴致用，教化与存史之目的。

林业事业之利弊碍失，以实事求是，不回避、不掩饰、不夸大、不缩小为评价

标准，为今后林业建设事业提供经验与教训。

《若尔盖县林业志》时限，自一九五三年起至一九八八年底止，共三十六

年。 ．

《若尔盖县林业志》体裁，分志、表、图、传、记、录等类。

编写体例和修志手法：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横排竖写与先横后竖，用篇、章、

节来安排层次，节下分述内容，则用数字标次，逐段书入，不另列项目。力求门类

具全，要素明确，主题鲜明，谋篇布局合理，详略得当，效“志贵周详”而分寸有致。

《若尔盖县林业志》编写资料，以若尔盖县林业局档存案卷为主，并搜集若

尔盖县档案馆和有关单位的资料，同时访搜在林业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知情者

的口碑资料，以善志周详。

大事记以时系事，编年简记。志用的图片，均属实地拍摄，更充实其内容。

《若尔盖县林业志》的文体，除引原文、诗句之外，悉用大众化的语体文进

行叙述。使用文字，以国务院一九六四年公布的简化汉字为准。所记事物以行政

辖区为限，但因事所系亦有超越县境之记述。

文风力求端正、朴实，词意明畅，不追求华意澡词、是非功过，褒贬寓于事实

之中。

、《若尔盖县林业志》所用科学技术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为准；

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以外，一般用阿拉伯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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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若尔盖县原属松潘县治。一九五零年八月，中共茂县地委工作组进入若尔盖

包座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九五一年七月，松潘县工作组进入若尔盖郎木寺

地区宣传民族团结等有关政策；一九五二年七月，JiI西行署少数民族访问团，进驻

若尔盖包座地区，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党的民族工作，当年八月受中共

茂县地委电示，组建“中共若尔盖临时工委”，秘密进行建党建政的准备工作。同。

年十二月，川西军区(草地)情报站进入若尔盖包座地区，进行解放草地战役的侦

察工作。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草地进军，消灭盘踞在若尔盖包座

地区内的国民党残余股匪和特务，若尔盖从此解放。当月二十五口建立“中共若

尔盖工委”．后经与当地民族各部落中上层人物反复协商，终于在一九五三年六

月成立若尔盖县过渡性政权领导机构——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直接管理所

辖各部落的一切行政事务。一九五六年七月，依据宪法，经过协商，正式成立阿坝

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县城建于达扎寺镇。

若尔盖县地处青藏高原末端南麓，属四川西北高原，位于阿坝藏族自治州北

部。介于东经102008 7——103038’和北纬33。03’——34019 7之间。北界甘肃

省，与碌曲、卓尼县接壤；东北同迭部县毗连；西至黄河、与玛曲县隔水相望。南部

和四川省的红原、阿坝县交界；东南通松潘；东与南坪县为邻。土地总面积10214．8

平方公里。

若尔盖县行政区划为五个区、16个乡、1个镇、92个村、233个村民小组。总人

口数为55000余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人；农牧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83．3％：非农牧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6．7％。主要由藏族(占总人口数85％以上)、

汉族、回族、羌族、土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组成，是藏族聚居县。

若尔盖县幅员辽阔，纵横百余公里之遥，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是黄河与长．

江水系分水地带。属高原丘陵、山原、亚高山和高山峡谷地貌类型。海拔多在2800

——3800米之间，河谷最低海拔为2400米，最高峰顶海拔达4400米。高原丘陵地

貌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64％；山原、亚高山和高山峡谷地貌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36％。高原丘陵草甸面积广大，所辖的白河、黑河和班佑河等蜿蜒迂迥大草原，流

入黄河，形成了平坦的堆积谷地、坝子、沼泽和海子，不但分布着丰厚的草甸植

物，而且还孕育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山原、亚高山和高山峡谷地貌面积较小，所辖

的白龙江及其支干流则穿绕重山峡谷，向东注入嘉陵江汇入长江。由于河流深

切，造成山高坡陡，海拔高差悬殊，形成了明显的气候带和森林植物的垂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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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物。

由于地貌复杂，加之地势和寒流的影响，形成较明显的气候区域差异和垂直

变化，属大陆性山地中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和大陆性季风高原型气候两种气候

区。

大陆性【II地中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林区)，年平均温度4．10C，一月均

温一7．2。C，七月均温14。C，≥10。C积温在1375。C以上。年I：i照时数2500J]、时左

右，无霜期60天左右。年降水量600——700毫米，相对湿度69％左右。盛行风向以

东北及西南风最多，多年平均风速为2．4米／秒；最大风速可达32米／秒，大风If数

多达50余天。其特点是：冬季晴日多，日照强，lq温差大；夏季雨日多，气温低。复杂

的地形地貌对气候产生极大的影响，表现在垂直变化大于水平变化，形成了复杂

的地方小气候。

大陆性季风高原性气候区(牧区)，具有寒带气候特{lli：长冬无夏，气候寒冷二r

燥，无绝对无霜期，【=1照强烈，昼温高，夜温低，Ij；_l温差大。年平均气温0．70C，极端

最高温度24．6。C，极端最低温度一33．7。C，≥10。C积温是470．80C左右，年Ill照时

数2573sb时。年平均降水量650——750毫米，相对湿度70％，最大冻土深度74厘

米。主风方向为东北及西南向，平均风速为2．4米／秒，最大风速可达40米／秒，大风

日数多达70天左右。其气候特点：春季气温回升缓慢，倒春寒频繁，解冻期长：秋季

气温较高，细雨绵绵，雨热同期。 一

在复杂的地质地貌条件和生物、气候因素的相互影H向综合作用下，不仅形成

多种多样的土壤类型和肥力状况，而且分布上还呈明显的区域性和垂直地带性，

因而把全县明显地分割为两个区域。即：农(林)区和牧区。

农(林)区由低到高分布着ill地褐上(海拔2800米以下)，山地棕壤和亚高llI草

甸土(海拔3800米以下)，其次还分布有冲积上、暗棕壤、高山草甸上和高山寒漠

土。阳坡(3100——3400米)分布lll地褐土，以上足亚高III草甸上。因受水分、热量

变化的影响，随着海拔I，l',JSb商，形成’r寒温带森林、灌丛和草甸植被。由松科和柏

科树种组成的针叶林，I叶绝)(寸优势；以桦术科和杨柳科树种组成的阔Ⅱf．林，l与比重

较小。主要建群树种为云杉、冷杉、桦术、III杨、柏、油松等。植被其垂直分布足：河

谷灌木林，LIl地暗针nl‘林(部份是针阔混交林)，亚高山暗针叶林，高II．I灌从草甸植

被。灌木树种主要有杜鹃、高山柳、枸子、忍冬、小蘖等；地被物主要有莎草、禾草、

鹿耳韭等；此外还分布有多种苔藓植物。同时还混生有川贝、虫草、大黄、黄莲、棉

芪、秦艽等名贵野生中药材。

牧区以草甸土为地带性土壤，占有很大面积。其次为Lll地褐土、山地棕壤、暗

棕壤、亚高IlJ草甸土、高山草甸土、高山寒漠土、沼泽土、草甸褐土、风沙土和盐渍

土。因地势平坦、积水多、热能低、海拔高等作用，形成了寒带高原沼泽、灌丛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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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植被，其垂直分布不明显。并伴生川贝、虫草、甘松、秦艽等名贵野生中药材。

县境内河流、海子受地形地势的制约分属黄河和长江水系。黄河及其支流臼

河、黑河，河谷平坦开阔，河床比降小，水流甲稳缓慢，迂迥曲折，蛇曲普遍发育。流

速一般为0．1一一O．5米／秒，以0．2——0．3米／秒最为常见。水位年变幅一般在1
——3米左右，最大可达4．5米。非汛期间，黄河、白河水流清澈，黑河则不同，由于

流域内沼泽发育，腐殖质含量高，河水呈茶棕色；汛期，黄、门、黑二河水流浑浊，夹

带大量泥沙和腐殖质，悬移质较多，推移质相对较少。长江水系的白龙江、求吉河

及其支流，河谷狭窄、幽深、河床比降大，水流湍急，流速一般都在0．5一一2．0

米／秒，最大可达5米／秒。水位年变幅一般为3一一5米。非汛期水流清澈透明，水

质硬：洪水期水流峰高量大，涨落时间短，一次洪水过程仅一天左右。洪水期推移

质较多，悬移质相对较少。黄河水系还分布着热尔、俄明清、青措、牛轭湖海子等

小湖泊，总水面积48．8平方公里。这些河流与湖泊水量丰富，是林业生产和林区

建设的重要水资源。

由于上述各种自然条件所致，若尔盖县早就呈现了以牧为主，农林工到鱼全

面发展的欣欣向荣景象。素有辽阔无垠的原野，奔驰着肥羊壮马，滚滚的牧群，与

蓝天白云争辉：银装素裹的雪岭冰峰直插云霄，照映着碧波起伏的浩瀚林海之景

观。千峰万峦，茂密葱绿的森林，蕴藏、集翔着无数的异兽珍禽。花草芳菲于九夏，

冰雪凝覆于三冬，真有“参灭横翠森森树，耀眼流红点点花”之壮观，令人神往。若

尔盖县地灵物华、林茂原沃，堪称天府之困川西北高原上的宝库，言之不谬矣。

建县前，若尔盖县之森林，因处于交通梗塞，人口稀疏的少数民族地区，除信

教徒和乡肼人家营造寺院和寨舍砍伐外，没有遭受破坏，多能保持着原始状态。

历代统治阶级，视为森林乃自然之物，让其自生自灭，不育苗、不造林，也不采伐。

各大小寺院僧侣和信教群众敬重的神山神树，不准进入，更不准采伐，借“神力神

威”保护森林起到一定作用，留下了森林面积一百多万亩。足见林业老底子确很

厚实，林产殷富。

建县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林业的发展，提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方针。

并号召各族人民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扩大森林覆盖面积，保护国土的

活动，有力地促进r林业的大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若尔盖县林业建设事业发展很快，已初具规模。目前

已设立了若尔盖县林业局，巴西、铁布森林经营所，若尔盖县防护林场，铁布自然

保护区，若尔盖县术材公司，若尔盖县综合林场，若尔盖县木材综合加工厂和热

当坝、降扎、巴西术材枪查站等国营林、Ik行政企事业机构。同时还建立集体小型

果园和苗圃，并配备乡半脱产林政(林业)员和村及村民小组义务护林员。形成』，

一定规模的林jlp建设和发展建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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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林业机构的建立和技术力量的壮大，逐步开展了森林经营、资源管理、

营林生产、森林利用、森林保护等工作。 ＼

林业建设的基础工作，首先是要摸清家底，把森林资源，自然条件及其特点

调查清楚，制定合理利用，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的规划。因此，一九五四年中央林

业部调查设计局森林勘察三大队，在巴西林区进行了森林经理调查，并踏查了铁

布林区，提出了成果资料。这次调查虽未普及全县，但为后来的普查提供了一些

依据和经验。

全县规模的森林资源清查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全省森林资源

连续清查，历时一年完成，提供了全县的森林资‘源数据，基本掌握了一般情况。第

二次是一九八一年，全县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区划，组建若尔盖县森林资源

调查队，全面复查县有森林资源，为区划工作提出了依据，并把县级林业区划工

作搞得很出色，获得阿坝藏族自治州科技成果二等奖。第三次是一九八六年，根

据四川省林业厅的部署，组建若尔盖县森林资源二类调查队，进行森林资源二类

调查，为完善林业区划、规划、计划、指导林业生产，提供科学基础资料。这次调查

成就辉煌，获得四川省林业厅全省重点林区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先进集体一等奖

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于林业机构不断加强，自七十年代末大力开展育苗造林更新工作以来到

一九八八年止，全县植树造林面积917．9公顷，其中草原防护林75公顷：迹地更新

面积13730．8公顷，其中人工更新面积2767．2公顷，人工促进天然更新面积

3174．4公项，天然更新面积7889．2公顷，已初见成效；封山育林13600公顷；四旁植

·’树174．2万株；采集树种52442．5公斤；累计育苗面积1428．1亩。还指导乡村引种发

展苹果、花椒等经济林木成功。同时还开展森林资源利用工作，自五十年代末期

至一九六四年，因基本建设需材，小量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年产木材约四千立方

米。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六年，主伐利用火烧林资源，并择伐利用少量森林资源，

年产火烧材和活原木万立方米以上。一九七七年兴办林场以来，到一九A．／k年底

止，大批量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最低年产活原木三万立方米以上，最高年产活原

木近九万立方米。自有计划开发利用森林资源以来，共生产销售92．7万立方米木

材及副产品。除自用和调配给本省用材外，按省、帅lit-划调剂出售甘肃、青海等毗

邻省区和其它地区，大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林业机构不断充实和健全，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保护现有森林上来，着重

抓好林业“两制”(即：所有制和责任制)的落实和森林保护工作。一九六三年，按国

家政策划定的集体林，经一九八一年调查核实，又于一九八六年复查，认真明确

了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森林的界线，解决了多年来国有林、集体林面积不实，界

线不清的混乱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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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山林权属的基础上，认真推行护林“五定一奖”责任制，做好森林保护

工作。截止一九八八年度，实现了连续十六年无森林火灾，多次受到中央、省、州

的嘉奖。认真贯彻国家关于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方针，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管

理，使濒于灭绝的野生四川I梅花鹿有所繁衍。林政管理和依法治林不断加强，基

本制止了破坏森林的现象。同时积极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森林植物检疫等工

作。木材加工、综合利用也有好开端。

建县以来，若尔盖县林业建设亦有失误，更新造林质量低劣，成效不高。重视

森林的物质效益，而忽视其生态效益，造成了采育比例失调，索取多，投入少。乱

砍滥伐森林未能杜绝，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乱砍滥伐森林累有发生。珍稀

野生动物保护不力，时有猎獐取麝案件发生。森林龄组结构失调，后续资源不足，

也影响着林业建设。

综上所述，只是历年林业建设工作的荦荦大端。其细节和未提到之处，均详

见各有关篇章节，兹不赘述。展望未来，若尔盖县林业正处在方兴未艾的时代，是

大有可为的。将流逝岁月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择善而从，认真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正确施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

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让若尔盖林业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第一篇机构建置

第一章县级机构

第一节行委建设科

若尔盖县原属松潘县治。一九五三年三月，若尔盖地区解放。同年六月建立

若尔盖县过渡性政权领导机构——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简称行委)。行委下设

建设科，到一九五五年四月由行委建设科代行林业行政管理职权。

一九五三年六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行委建设科领导人是：

副科长：华尔谦(藏族，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十一月)。

科 长：华尔谦(藏族，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

副科长：泽旺塔(藏族，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

副科长：万大奎(汉族，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

第二节行委农林科

一九五五年四月，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改设农林科后，林>IkJS作由行委农

林科主管。行委农林科领导人的配备情况如下：

科 长：额旺达吉(藏族，一九无五年四月至一九五六／f五月)。

副科长：泽旺塔(藏族，一九五五年网月至一九五六年五月)。

第三节人委农林科

、

一九五六年七月，若尔盖县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正式建立。一九五六年五

月，建立人委农林科后，林业工作由人委农林科主管。

一九五六年五月至一九五九年十月，农林科领导人足：

副科长：赵学震(汉族，一九五六年五月至一几五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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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科长：杨二全(汉族，--％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十月)。

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十月，农林科领导人是：

科 长：张洪印(汉族，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十月)。

副科长：赵学震(继任，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二月)。

杨一三全(继任，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二月)。

程福武(汉族，一九六零年二月至--％六一年十月)。

然 扎(藏族，一九六零年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十月)。

第四节若尔盖县林业局

一九六一年十月，建立若尔盖县林qt局，属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局址设在

原人委机关招待所内，只一办公室，仪配备林、J旷f二部二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若尔盖县林业局因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撕一

度陷于瘫痪状态。一九六九年元月j二十几，若尔盖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同意成

立“若尔盖县林业系统Jl缶tv,-J革命领导小组”，由杜忠贵、赵光健、泽茸波、秦玉林、龙

怀银等觅同志组成，杜忠贵同志任组长，赵光健同志任副组长．其余同志为纽员，

从而取代了若尔盖县林业局的职能。一九七二年，局址迁至现若尔盖县妇幼保健

站处(若尔盖县人民医院东侧)。一九七三年五月，恢复若尔盖县林业局建制。

--)L七八年底，局迂新女f：(达扎寺镇麦溪路29号)。随着林业干部职工逐年增

加，局机构继续扩大完备。一九八三年机构改革后，若尔盖县林业局下设秘书计

财股、造林股、经营股、护林办公窒。一九八五年四月，增设了伐区管理队。根据阿

坝州编制委员会文件规定，于一九八五年三月配备了专职林业检察员。同年七

月，根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伐、滥伐森林案件改由

公安管辖的通知》精神，取消r专职林业检察员的建制。一九八八年底林业局有

职工17人。其巾：jr部9人，二：f：人8人。

若尔盖县林业局领导人的配备情况足：

第一任局长：杜忠贵(汉族，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副 局 长：龙绍钦(汉族，一九七三年五月至一九七八年三月)。 ．

副 局 长：李佐军(汉族，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八零年十二月)。

副．局 长：罗代华(汉族，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八零年十二月)。

第二任局长：扎 花(藏族，--)L／t．零年十二月至一九八六年一月)。

副 局 长：李佐军(继任，一Jt,Jk零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三年九月)。

酉0 局 长：罗代华(继任，一九八零年十二月至一九八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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