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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s年．四川省副省长刘鹏(前排左一)
来汉源视察花椒基地建设

2005年8月2s日，国家林业局经济林司长

易哲(左三l来汉源县视察经济林建设

2006年2月8日，四川省林业厅鲁志明副
厅长(左一)到汉源开展林业专题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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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孝(左二)来汉源视察天保工程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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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健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是地球上功

能最完善、结构最复杂、生物产量最大的生物库、基因库、碳储库和绿色水库。

森林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降低污染等多种功能。

林业既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产业，又是关系到环境建设的公益事业。

林业以经营森林为主要内容，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它肩负着促进经济发展和保

护人类环境的双重使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

使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而且要使大家

生活、工作在一个生态良好、景色优美的环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林

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汉源县地处长江上游的大渡河流域，生态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长江流域

生态建设的成败。近20年来，汉源生态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含灌木林地)51．1％，其中，有林地森林覆盖率25．3％，森林在调节气

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美化环境，减少山地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随着林业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为汉源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为脱贫致富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汉源森林资源还存在着总量不足、分布不

均等问题，因此，汉源生态建设还任重而道远。下一步，我们将以建立生态林



业为立足点，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坚持天然林资源保护、荒山治理、退

耕还林相结合；坚持生态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扶贫攻坚和旅游开发相结合；

在保护好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森林资源，为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平衡，

减少减轻自然灾害，把汉源建设成川西南经济强县和国道108线上的园林型生

态绿色走廊，实现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可持续发展而奋斗。

编修第二轮地方林业志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其成果将为各级党政领导

提供翔实可靠的县情资料，为认识汉源、研究汉源、管理汉源，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为推进改革开放、振兴、建设汉源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6年6月编志人员草拟出续修林业志篇章及纲目，并征求各科、股室负

责人的意见，进一步完善编志提纲。随即全面收集档案资料，包括统计数据、

财务报表、口碑资料。在熟悉资料的基础上，2006年9月起开始编纂工作，2006

年12月完成续修林业志初稿。以后，几经修改，于2007年6月形成送审稿，

2007年10月完成汉源县林业志的修订稿。汉源县地方志编委会2007年批文，

同意交付出版。

《汉源县林业志》续修本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记

载了改革开放以来汉源县林业发展的重大变化，展现了林业职工团结互助、艰

苦奋斗、拼搏进取、振兴林业的顽强精神。这部续修林业志凝聚了编纂人员、

资料收集人员和广大林业职工的心血，也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在编

纂过程中，承蒙县志办、县档案局、局各股室、县国营林场、各林业中心站的

鼎立支持，在此，谨代表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凡例

一、本志是根据《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遵照中共汉源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部署进行的，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档案资料为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汉源县林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此次修志是汉源解放以来的第二轮修志，本志上限自1986年，下限

断至2005年。为明事物原委，少数章节适当有追溯下延。

三、本志除开篇的图、照片外，设概述、大事记、以事归类设篇、章、节、

目、志、记、图、表、录并用，采用记述体，力求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全志共

12篇42章105节，约26万字。

四、人物简介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为了存史对原、现任领导和先进模范

人物设了人物特写，从事林业工作的职工列出名单。参加本志的编纂人员作了

简介附在文末。

五、文存附录主要收集一些重要文献及杂记。

六、专用名词、术语、度、量、衡单位以专门机构和国家统一规定标准为

准。

七、志书末尾设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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