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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丽江地区林业志》即将出版，欣庆之余，感受颇多。森林是生态主体，

我们常称它为生命之源，人类之母。林业是可持续发展资源，国民经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我区与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全面发

挥其特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需要我们世代延绵的艰苦奋斗，

付出必要代价。因为林业建设投资大，见效慢，只有代代相传努力奉献才

能实现。

我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滇西北横断纵谷地带东部，金沙江贯穿全境，

为长江上源。自然条件优越，森林资源丰富，植物种类繁多，发展林业潜力

很大，可大展宏图。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林业的功过和是非谁与评说?本志

以新方志的观点比较公正的作了记述o

《丽江地区林业志》以翔实的资料，详今略古，“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

之得失”o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我区森林资源变化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

民族和林业特色。盛世修志是我国文明古邦的传统，这是一部能起到“存

史

的

的

义

山

之

天



序 二

<丽江地区林业志》经过十年编修，终于得在我们手上定稿成书，这是
我们的一大荣幸。

盛世而修志，林业也不例外。林业在我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已千年，

但真正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却始于新中国建立以后，

特别是60年代起以“金沙江会战"为标志，丽江林业不仅为丽江本地，也

为整个国家建设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步

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丽江林业顺势而动，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

段，初步形成了对整个森林资源，包括木材及其副产品、药材和食品、经济

林果、野生动植物等进行全面培育、保护和深加工开发利用的良好态势，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效益也不断提升。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可资借鉴的专

业史料，编写小组成员不辞辛劳，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收集资料，又在

材料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艰难编纂，其中甘苦自难言表，所幸涓涓

心血皆凝结于书中而得传于后世o
、 这本书将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便利呢?

一、它的史书功能——迄今为止丽江林业史上的重大事项已尽录其
中，将不致因时间流逝而遭埋没；

二、它的资料库功能——丽江林业的各种要素，包括资源的种类及数

量，产业结构和分布，机构设置和职能职责等等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查阅；

三、它的参考功能很多工作过去怎样开展，收到何种效果，有哪些

经验教训，都可以留给后人作为借鉴，使后人的工作少一些曲折，多一些
成效⋯⋯

还有别的功能，无须再多列举，前述内容已足以反映其价值之重大，

多余的话就不用再说了。

十年辛苦不寻常，终成一部林业志。可喜可贺，特为之序。

中共丽江地区林业局委员会书记 闫文敏

1998年7月3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1、本志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4月19日制定的《新编地

方志暂行工作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题名《丽江地区林业志》，列入<云南省

林业志丛书》。

2、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对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党的

六中全会<决议》精神记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实o

3、本志由记、述、章(节、目、子目)录为主体裁构成，辅以图表穿插其

中，用横排竖写的方法编纂。其款式按《行文要则》规定标序o

4、大事记按丽江地区林业事业的大事、要事、新事收辑，以编年体为

主，纪事本末体为铺o

5、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确需而缺的用本局科室存档表数，

以及期刊登载数据和有关人员笔记数据o

6、上限，在过去的志书中林业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记述，这次

修志追朔源流，尽力将搜集的历史资料入志，下限记述至1995年o

7、本志以详今略古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的林业发展，对旧志、史、期

刊中的资料、经筛选后方入志o

8、本志编写范围以丽江地区现辖丽江、永胜、华坪和宁蒗四县及其在

本地区的省属森工企业为限o

9、古树名木收录百年以上的大树，珍稀名木，因树种生物学特性而成

畸形或因外界(含人为)影响而生长怪异的古树，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

义的树木，虽不到百年也入之。原则上不记述森林中的群体大树o

10、本志中交叉问题的处理，以详记林业部门主管范围项目为主，其

它与林业关系密切有内在联系的如野生动物、药材、庭院花卉水果、旅游

风景区等，实体属林，而职能机构分工不属林的只略述o

11、在搜集本志资料过程中，有的不合入志体例，舍则可惜，收入“附

录”，以供补前遗者参考o

12、本志属信史，应对丽江地区林业事业兴衷成败过程，务须直书，才

能服务于当代，也供后人借鉴，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



概 述

丽江地区地处滇西北高原，山脉起伏，峰峦错综，山川雄奇，地势险

峻。有“丽天日暖、江海风清”，“阳春气候，白雪世界"的气候特点。是“云南

本是温和乡、冷热不同在两(元．丽)江"的两江之一。寒、温、亚热带气候

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适合植物生长，故境内森林资源丰富，种类繁

多，素有“植物王国"、“药材之乡’’、“杜鹃中心"之誉。

森林资源中有富饶的林副产物。其中有不少特产是本区各族人民的

传统产品。本区林副产品资源中，动物有珍稀、药用和经济三种。植物有药

用、木本油料、木本粮食、干鲜果、食用菌、观赏和珍稀等七种。此外还有古

树名木和珍禽异兽，对研究本区生态环境很有价值。现存古树名木和珍稀

动物，点缀了本区风光，吸引着中外游客和动植物学者。

爱山护山，种树栽花在本区有悠久的历史，民间流传着“前人种树后

人享"谚语，<永北府志><永北直隶厅志>载“汉晋以来有种桃、李、梅、杏

⋯．．．"传统o<丽江府志略>载有管学宣“劝农桑"和“官衙春到自植柳"
诗，木公也有“种柳”诗。道光28年，丽江府正堂为永禁象山主山采樵放

牧，采石。立“永远遵守"石碑，附有民约7条。光绪末永北刘必苏倡导种桑

养蚕o
‘

本区公私造林区在清末民初有明显发展，尤其是经济果木林的发展，

是同国内外林业科技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林业科技的进步，制定林

业政策的实业团体提倡育苗种树，建蚕桑养殖所，传>--j所，办蚕桑学校，蚕

林传>--j班。现存的经济果木林(园)，多为这时所造。诸如黄果、柚子、荔枝、

梨类，苹果、板栗、桑园⋯⋯等等。种树、栽花是本区的一个传统和特点。较

富户多建有花园，有的还雇花工。一般设置花台，盆景种植很普遍。

富饶的森林资源是年龄最大，结构最繁的陆地生态系统主体。它具有

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增加肥源、促进农、

牧业发展的多元性作用。所以人们称赞“森林是农业的保卫者"；它还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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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提供木材、薪炭材、造纸材和丰富多样的动物、植物等副产品，为繁荣林

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基于本区有如此森林资源，又是处在特有的三江并流世界稀景，本区

独有、天下少有。景观独特、自成体系，雄、险、秀、奇、幽、奥多种景观齐

备。身临其境、心旷神怡、引人入胜，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科研及旅游价

值。所以19世纪末期至民国，中外植物学家不惧艰辛来本区从事林学研

究，考察自然景观，著书立说，介绍本区森林资源和风光o 30年代，北平静

生生物调查所俞德竣、王启无、秦仁昌、冯国楣等林学家来本区，设站建

处，俞撰写有<丽江植物志>、秦撰有<玉龙山调查报告>、<云南西部的森林

富源>等。同时国家博物馆筹备处专员李霖灿来本区，“欲为山川I立言”，边

调查边写文章介绍以本区为主的大理、丽江风光，原名<李霖灿西南游

记>，介绍“镜铺金沙，银铸玉龙”和神奇泸沽湖。想完成徐霞客未竞之业。

到台湾后，他“更希望玉龙山莹莹待我，故国有如此好湖山，我必大笑归

来"o重新修订，增加图片，两次再版<玉龙大雪山>，并在电视里作介绍。著

名人士金岳霜看电视后称“玉龙山真的是美绝人寰"o美籍奥人洛克在抗

日时期也曾在昆用明彻的幻灯镜头片介绍过金沙、玉龙、泸沽风光。洛克

介绍(解说)说：“丽江风光最好，可以称做第二瑞士’’o新中国建立后，诗人

李瑛来丽写了丽江行，称本区为“小瑞士”o

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建国前，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制约，本区尽管

森林“蔽天翳日，有珍贵之植物，惜道远梗阻，徒弃之深山耳’’o除建房、作

家具和薪柴外，只办过屈指可数的矿厂，如乾隆时期，永胜开办德宝坪铜

矿；道光年间宁蒗开办白牛银厂沿至光绪末年；光绪初年开办永胜老(瓷)

厂；民国15年开办永胜米厘铜矿。这些矿厂砍伐林木烧炭冶练消耗大量

森林资源。雍正初年，大凉山彝族移居永胜、华坪、宁蒗境内，人口增加，毁

林开荒，耗林日增。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重视林业，加强对林业的领导。制定林业政策法

规，地、县设立林业机构加强林业队伍建设。机构经几变更，时分时合，时

而省管，时而地管，直到1974年1月重又建局。党和政府都注重对林业的

领导和指导。地、县领导、干部群众和林业职工，为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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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国土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为绿化国土成绩显著

评为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有的为兴林富丽卓有成效而受奖。尤其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林业工作进

入了林业史上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使林业工作越来越活跃。全民义务植

树，护林防火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荒山造林、经济林基地工程建设和长防

林工程建设，列入国家省地级计划项目。贯彻以营林为基础、实行限额采

伐，抓紧迹地更新，执行造林承包责任制，发展扶持林业“两户"；加强木材

流通领域的管理；强化林区治安；发展林业科研等方面成绩显著。

保护好现有森林，是本区林业工作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中心

摆在首位。认真贯彻执行护林防火“预防为主，积极扑救"的方针，做到“打

小、打早、打了"，竭力控制森林资源损失。50年代初，遵照中央和省关于

“护林重于造林”的指示，在有林的区乡组织“护林委员会”，调整护林员，

国有林护林员为雇用，但很负责，群众也很信任，任何人不敢随便破坏森

林o 1957年地、县护林防火指挥部成立，下设办公室。根据本区实际，采取

切实可行的措施，宣传护林意义和办法，发布护林文告，与邻近地县实行

护林联防，及时而积极组织山火扑救，将护林防火工作纳入有强制约束性

的地方法规，并规定森林防火指标与采伐指标挂构，如突破防火指标就按

比例扣减当年或次年的采伐指标。推行护林“三线承包责任制”，1991年

发展为“四线承包”，形成了较完整的约束性强的护林办法，减少了森林火

灾，促进林木蓄积量的增加。从1987年起建立省地县三级筹资的护林专

项基金。队伍健全，经费保证。使森林火灾逐年下降。

营林是林业工作的基础，四十多年来，本区党、政、军、民、学、国家、个

人、集体一齐上的绿化造林，全民义务植树。森工抓紧伐区迹地更新。随着

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以联户、集体、个体承包形式，开展荒山造林。退耕

还林的宜林地多已造林，实行封山育林，促进其自然更新、扩大林地面

积。为调整林分结构，营造用材林的同时，重视发展经济林、防护林、薪炭

林和特用林。把经济林基地县的建设和工程造林纳入国家、省、地计划项

目，人工播种与飞机播种结合，恢复和发展植被，建立森林生态屏障落到

实处o 1992年实行“以工代赈"扶贫造林项目，加强科技含量，提高造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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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50年代中期起，金

新华、宏文等处，累计筑提

沙500多万立方米，面积

7500多亩，开垦农田2070亩。成为长江防护林建设的榜样。

森林工业的发展，1965年林业部在川滇交界的渡口市设立“金沙江

林区会战指挥部"，为国家大三线建设配套工程。先后在本区建黑白水、巨

甸、碧泉、华坪和宁蒗局、水运局、林业工程公司和林机厂等。同时地区开

办仁和、建新、河源等国营林场。从此本区林业由保护型转变为经营型，成

为本省供材基地之一。森工企业一组建，执行边建设边生产、边修路、疏通

江道的办法。从1966年起，本区林木源源不断运往外地。在80年代初，改

革开放过程中，又建立了鲁甸、鸣音、松坪、期纳、仁和、永兴、大兴、战河等

国营林场。木材采运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木材加工工业发展，地方国营、集

体企业和私有经济，扩大了木材加工产品品种，从满足地方改变为面向外

地。生产活动房、细木工板、胶合板、纤纹板、地板条、木器家具、民族家具、

纸浆、纸等产品繁多。在森工生产过程中，促进了林副产品松香，活性炭等

生产。伴随改革开放深化，作为地区四大支柱产业的林产工业崛起。一批

富于开拓精神的企业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高科技集约化现代生产

和管理方式，办起多元化林产企业。他们以合资方式；或企业+农户+基

地摸式。把办企业与扶贫相结合；或办成集团开发绿色产业。纳营林，采

伐、精加工，旅游、商贸为一体，为保护和利用森林资源作卓有成效贡献。

林政管理工作日益加强，结合林业“三定"，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下来

的山林纠纷，促进了民族团结，划定永、华、宁三县边界240公里，并订立

界桩。丽江与合庆、剑川之间有争议边界得以解决。对已确定的山林，无论

公私集体都发了证。同时，依法治林，强化林区治安，从1982年以来先后

建立了林业公安队伍和森林武装警察大队，严厉打击破坏森林的犯罪分

子。

林业崛起靠科学，随着本区林业的发展，林业科技人员，认真开展林

学研究，承担着各级下达科研课题，推广林业科技成果。在地理种源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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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繁殖珍稀树种和经济林木，嫁接、改造野生铁核桃，云冷杉移植更新，

建设经济林木基地、林木检疫、森林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取得好成果。苹

果、梅子、核桃、花椒、楸木基地县建设已见效，开始受益。科技兴林有专业

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队伍。

资金是发展林业的根本基础条件，50年代初到60年代，国家和省虽

有征收育林基金规定，由财税部门代征直接征收归国库，直到1964年由

林业部门征收，省、地、县分成，经几度变更，现执行3：3：4比例分成，育林

基金主要用于林业事业发展o 1986年9月起，为加强护林防火工作，改善

护林防火设施和手段，省政府决定设立护林防火专项基金，按照每亩林地

币五分标准计算，后来提高为一角，省地县三级按“三·三"制的原则。到

1995年筹集190多万元，存农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护林防火设施建

设，开辟防火线，建立隙望台，购置防火、扑火工具及通讯设备，组建护林

队伍，开展护林宣传、教育活动、表彰、奖励护林有功单位和个人。

森林资源生长量和采伐量的平衡，以及生长量超过采伐量，是保护良

好森林生态环境，利于人类生产活动的根本。也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为之

努力的目标。本区有林地面积急剧下降，资源浪费严重，金沙江林区资源

消耗量大，建国以来至1986年，有林地减少了871万亩。加上1987—

1988年，国家计划采伐和群众乱砍滥伐，毁林开荒，至1995年累计至少

减少了有林地1000万亩。使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繁，导致水土流失严

重。就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那样：“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

然界的胜利，索美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

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既已成为荒

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之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聚积和贮存水

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砍光了山南坡和北坡被十分细心地

保护的森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

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

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o

丽江地区林业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有了足以为戒的历史教训，也有

可借鉴的经验，正面临着如何发展林业的现实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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