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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聊城地区位于山东西部的鲁、豫、冀三省七市交界处，地

处华北大平原，黄河故道沙区各县皆有分布。历史上风、沙、

水、旱灾害频仍，林未稀少。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林

木、果树的发展，发动群众坚持造林、育林、护林，使全区林果

生产进入一个新口寺发展时期，各种自然灾害随之大大减轻，极

大地增强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聊城地区林业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立足当代，以

“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_记述聊城地区林业生产的历史和现

状，上溯1840年，下限1990年，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时

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可为本区推进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重

大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对于激励令人和启发后代

也具有重大意义。

值此I：聊城地区林业志》出版之际，愿我们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热爱绿化事业的崇高思想和理想，更加发扬光大，把鲁

西大地建设得更加美好l

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徐士高

1992年3月



序 二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聊城地区林业志》便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修

纂的。它是聊城有史以来第一部林业专业志，翔实地记录了聊

城地区林业的历史与现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聊城林业

的百科全书。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切关心和致力于聊城林业

建设的人们的良师益友。

《聊城地区林业志》是在中共聊城地委、聊城地区行署直

接领导下完成的，它的编纂成书，是各方通力合作、共同努力

的结果。为搞好该书编纂。局内成立编纂委员会，设立了史志

办公室。孙奎厚副局长分管，具体抓，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

真负责。张正良、杜云霄等编写同志，几年来寒暑无间，查阅文

献，调查访问，收集资料达500多万字，经过筛选整理，六订篇

目，西易其稿。聊城地区史志办负责同志对林业志编纂给予热

心指导。可以说，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和编写人员的辛勤努力，

本书自々编纂出版是不可能的，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此《聊城地区林业志》出版之际，让我们携起手来，借鉴

历史，结合现实，为推动聊城林业更快更好地迈向现代化而奋

斗。

·2·

聃城地区林业局局长吴保明
1992年2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力求反映党在各个时期聊城地区林业战线上采取

的方针、政策i措施和取得的成果，体现时代特色。

二、根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

奉区林业建设的概貌，努力做到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实

用性的统一，并力求体现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

三、本志共7章24节，志首为概述、大事记，志末有附录。

附彩照11幅，黑白照10幅，示意图2幅。

四、本志记述年代上起1840年，下限1990年，也有个别

事物为探求因果，上溯年代较远。

五、朝代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地名多书写今名，历史地

名加注今名。

六、本志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按各时期、行业原样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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