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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湖南省志·林业志》是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的

《湖南省志·第八卷·农林水利志·林业》的续篇，记述1986—

2002年湖南林业发展的状况。上限一般为1986年，部分篇章在

《农林水利志·林业》未独立成篇或未列入编写范围的，上限追

溯至新中国建立初期；下限止于2002年，个别记事延伸至2003

年、2004年。为了与《农林水利志·林业》衔接，篇(章)开

端对1978～1985年的有关情况予以简述，以承上启下。

二、全志以事分类，设森林资源、林木种苗花卉、造林育

林、森林保护、森林资源管理、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林业工

业、林业法制建设、林业科技、林业国际交流与合作、林业管理

等1l篇。卷首设概述，篇下作简要无题概述，书末设附录。

三、本志由湖南省林业厅组织编纂。于2002年3月开始，

采取专门班子和各处室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方式，先由编写组拟订



编写提纲，经厅务会议反复讨论确定，然后由厅机关各处、局、

站、中心确定专人广泛搜集史料，2003年3月编写成初稿。初

稿完成后，组织专门班子统稿，并征求了厅机关部分老同志的意

见，经厅领导审稿后于2003年10月形成送审稿，送湖南省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评审。尔后，根据评审意见又进行了多次修改。最

后于2005年9月由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核定稿。《林业

志》的编辑出版，是各方面努力支持的结果，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感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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