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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书向来被认为是
‘

。4“资治、存史、教化”的资料书，是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普遍

编修，．代代相传，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建国后，党和政府

l ? 十分重视这一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提倡编写新的

l 地方志。我区在1958年就曾开展过修志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
‘

． 全会以来，全国出现了普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地委、行一

。 署及各县(市)常委、政府按照上级的部署，切实加强领导，地

l
’

区和各县(市)设立了修志机构，调集各方人士，投入修志工

l
一

。 作，全区修志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l：。。 编修好社会主义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述我区的历史和

I 现状，特别是建国以来各项事业飞跃发展的业绩，让更多的人．

『 。，尊
，。 认识玉溪区情，为振兴玉溪经济提供历史借鉴，也为将来留下

；” 真实的历史记载，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

} 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具体内容，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具

I’| 。体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们，坚持志书质量标准，认真查阅大量

I
4。

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走访知情的老同志，经过考订核实，综

}。7 合整理，按照上级要求．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

： 。 新的体例”认真编写，各单位领导严格审订把关，从而保证志

}j’ 书“真实可信”，提供可以流传后世的“信史”．

I 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

l j
。。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编

I ，地方志应真实地反映建国近四十年来我区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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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序

陈士益．

．

。

在地区林业局领导的重视和直接参与下，经过编纂人员三
’

年多的辛勤努力，《玉溪地区林业志》正式编印出版了。这是玉
‘

溪地区林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

林业具有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 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玉溪地区地处滇中，交通方便，树

． 种繁多，冷、’凉、温、热多种气候带的宜林地均有分布，发展

林业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然条件。我们如何熟悉区情林情，
“

作出保护和发展林业资源的正确决策，需得进一步认真研究、深

入探讨。 ‘j ：‘ ，

·

▲．
‘

’秘
《玉溪地区林业志》以马列主义观点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比较系统、全面、翔实地记载了玉溪地区建国四十年来
譬

林业的发展变化、兴衰起伏；这就给我们了解和认识全区林业

的过去提供了可贵的史料，有助于从中吸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从而有助于在今后林业生产建设中少走弯路，把

全区的森林保护、造林育林和林产品开发利用搞得更加切实、有

效，力争2000年实现基本绿化玉溪大地的奋斗目标。
_

’¨{玉溪地区林业志》采用了史志和专业志传统编写手法，立

足专业，面向社会，要素清楚，主体明朗，特点鲜明，语言简 -

洁，文风朴实，是一部较好的专业志书。我热烈祝贺它的编纂

出版，并向从事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和为本书提供资料的同志

表示深深的谢意。愿我区林业工作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 t。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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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这样一句醒世恒言：山青水秀风调雨顺，山穷水尽

灾难频生。 。

。．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公认：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

全球生态环境的核心，是全球环境与发展的重大主题，是人类

社会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保证。 ，．，、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森林作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根

本和核心，提到优先发展的位置。 ；

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是林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玉溪

鼋 地区处于滇中腹地，具有“立体型”的丰富森林资源、众多的

珍稀动物和古树名木。勤劳智慧的玉溪各族人民，“靠山吃山”，

依林生存、发展，历经曲折，在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上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沉痛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

男Ⅱ是1986年刺桐关特大森林火灾给予人们的沉痛教训促使各

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林业的领导，各级财政增加了对

林业的投入．广大人民群众对林业有了更多、更自觉的关心和

参与，全区林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
≯

．森林资源的培育走上了“长抓用材林，短抓经济林，长短

结合，以短养长，协调发展，科学利用”的路子；保护森林资

源的。四网两化哩建设初具规模；防治森林火灾、病虫害及林

区治安的能力得到增强f林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

移0；≯一____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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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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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玉溪地区林业志》较系统地记载了全区林业改革、森林资’。

． ．+源演变及林业经营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此志书的编纂出版，对 ，

4

提高全民绿化意识，加快林业改革建设步伐，更好地发挥林业．
．

． 的三大效益，特别是更好地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为玉溪社会、
‘

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一个山青水秀、风调雨顺的生态环境，将
，

?。 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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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玉溪地区林业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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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专志以马列主义i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 ：

则，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玉溪地区林业
’

的历史和现状。
。

．

二、本志遵循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体例，述、记、志、图、表、

录诸体并用，采取事以类聚、横排竖写的方法，以志为主，述

而不作，注重体现专业性、资料性、科学性和政策性，史实准

确，内容丰富。

三、本志分概述、大事记、志和附录四大部分；前置彩图，

表不单独成体，根据需要，穿插在有关部分；大事记按编年体

与纪事本末体结合排列。

四、本志上限一般为1949年、1950年，下限断在1989年，

但少数章节的上限则按收集到的资料上溯。

五、地理名称、机关单位称谓，依据当时当地的历史称谓

记述，历史纪年加括号注明公历年代。各章节中，“中华人民共 ：

和国成立”均简称为“建国”。

六、本志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和数字书写，均按国家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

七、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省、地、县林业部门和档案馆、 ‘。

图书馆、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的报告、报表、文件，一部分来源 {
于林业干部中保存的笔记、手稿资料和调查的口碑资料。 1

‘
’

’

＼

·
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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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玉溪地区位于云南中部，介于北纬29。197√24。58’、东经

101。16’"'103。09’之间，北连省会昆明市，东邻红河州，南接恩
‘

茅地区，西临楚雄州。全区辖l市(玉溪市)5县(江川、澄江、

，‘ 通海、易门，华宁)和3个民族自治县(峨山彝族自治县、新

： 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下辖88个

： 乡(镇>，653个村公所，6 346个农业社。行署驻地玉溪市州城

I“ 镇，距昆明89公里。
。 ～

I ，1．，．，_ {

I 、|． 玉溪地区是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1991年第四

f 次全国人El普查，全区总入口181．1万人，其中，彝j哈尼、傣、

l 回、白、蒙古等少数民族人口占31％。全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

I、一。 口密度118人，居省内地州市第5位。全区土地总面积15 030．5

} ：“平方公里(折合2 254．5万亩)，居省内17个地州市第14位．
} ‘二，玉溪地区开发历史较早，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比较发达的

I’ a“滇文化”。由于先民们的辛勤开拓，大部分地区自近代以来，·

【。 、直是省内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享有“滇中粮仓”、

1． ’“云烟之乡”等称誉。全区总面积中，山地占90．6％。其中，林

I 牧地占78．3％j耕地和其他用地占18．49％，湖泊，河流及其

I i
。．． 他水面占3．21％，形成八山二坝嵌四湖(抚仙湖、星云湖、杞

j
。 麓湖和阳宗海一部分)的地貌。 ． ．一． t，，，

”

}
”

“· +全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哀牢
}’ 山脉主峰大雪锅山海拔3 137．6米，是全区最高点，小河垤河与

f客
’

元江南端交汇的南昏海拔328米，是全区最低点。本区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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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属山地地貌类型，又以深、中、浅三种不同切割的中山地。，

貌类型为主。主要山脉有哀牢山、高鲁山、梁王山等。主要河：

流有元江、绿汁江和南盘江。主要土壤有燥红土、赤红壤、红7

壤、黄棕壤、棕壤、亚高山草甸土、紫色土、红色石灰土，其

中红壤、赤红壤占55．5％。全区地处低纬高原，加之地势切割

深浅不‘全区划分为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
带、南温带及中温带多种气候类型。年降雨量为780--,-950毫米。

各地由于海拔不同，气候差异较大，故有；“一山分四季，十里

不同天”之说。 ? j，一一 ’j’’， 一÷
‘

．。全区自然条件优异，植物资源丰富：用材林树种主要有云

南松、华山松、桉树、滇油杉、桤木、+栎类等；经济果木林有

60余种，主要有核桃、板栗、芒果、柑桔、苹果、柿子、山楂、

荔枝：’桃、3梨、李、花椒、棕榈等。 。 _， ：

’

历史上，全区70％的森林资源分布在新平，元江、峨山三

县#人口稠密，．交通方便的玉溪、江川、澄江：通海等县除边

远山区和寺庙附近有少量中龄林和成熟林外，近山面山多为荒

山荒地，残破疏林。 ：一7 ·一’
’， ：． ．‘。：～F

i‘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区森林覆盖率37．5％，后由

于连年过量采伐和山林火灾毁坏，到1975年调查，有林地面积

592．5万亩(土地总面积14 84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26．6％。1985年调查，有林地面积592万亩(土地总面积

15 030．55方公里)，森林覆盖率26．3％。有林地中，用材林面

积435．2万亩，防护林面积77．9万亩r经济林面积10．7万亩

(不含15亩以下的零星面积)，薪炭林面积26．6万亩，特种用

途林39．9万亩，竹林2．2万亩。一
’ ：

·，、’

据江川、通海等县碑文记载，玉溪地区的造林和护林活动

始于清朝，民国时期植树造林有所开展，但局限于个体农户零

_．夸jI—I。，J_●l习一—1．-q—糊翔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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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3

星栽植。保护森林，不少山区普遍订有乡规民约，以制止滥伐

林木，使近山面山的水源林、风景林、寺庙林的一些名木古树

免遭破坏，较为完好的保存下来。边远山区的森林普遍处于自 ，

生自长状态，没有进行管理保护。 ：k、
。。

；
+

一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时期，全区各族人民组织起

来，依靠互助合作的力量进行造林。护林工作，全区每年约造

林3"--'5万亩； ． ，‘。； ；
、 ’7。

‘

二

1956年全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

产的发展：。各族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绿化祖国”的号召，掀

起了造林绿化高潮，广大山区村寨的群众开展了护林防火工作。 ，

1958年全区实行人民公社化，搞“大跃进”运动，林业上
’’

随之出现造林高指标，大任务，刮起了。浮夸风”。在山林所有 ，

制上把乡‘村公有林、农民私有林统统收归人民公社所有，刮 一：
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

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购大销、大开荒地”中，全区 ，+

不分区域界限，不管山林权属，乱砍滥伐、开荒毁林83万亩，·

消耗森林蓄积350万立方米。‘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木材等林

产品供求矛盾日趋突出。．’．’ ；． ．

，。
．一。?

’

。。1962年，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全区多数县和公社．

把集体的大部分山林调整划归生产队(今农业社)所有，少部．

分划归村有，山林权属得以稳定。在此基础上，在中央“以粮

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翌年秋季．全区掀起了大办

经济果木林样板山热潮。1964年掀起大栽桉树、竹子绿化。四

旁”的热潮。广大农村纷纷以村、社为单位，组建林业专业队

(组)210个，从事造林、育林和护林，推动了林业生产的发展。

1964-'-'1965年，全区营造油桐、核桃、竹子和茶、桑、果木林

24万多亩，在。四旁”栽植桉树450万株，涌现出玉溪县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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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大队、国营北山林场、峨山县小街大队、通海县四街公社等

造林绿化先进单位。’．7，。 7； ．，一+．’。，： ：’

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林虽未中断，但因受“无政府主

义”的影响，造林绿化成效甚差，乱砍滥伐森林、毁林开荒极

其严重，使森林面积减少100万亩，．．消耗森林蓄积650万立方

米。许多山区半山区，采育失调，。森林资源屡遭破坏，水土流

失日趋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木材、薪材更加紧缺，给生

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 o“’

i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落实了党的农村政策和7

林业政策，林业生产建设逐年好转，造林栽果规模逐渐扩大。但

是由于人们对林业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山林火灾，

乱砍滥伐仍较严重，造林成效较差。‘1986年以后，全区各级党

委和政府，从抓森林防火入手．对森林管护j造林栽果层层建

立领导责任制，逐年增加林业投入，不断强化林政管理，使全

区林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r『．一 ，、

：?一是在建立防火责任制的同时，地县两级先后投资：400多

万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组建了灭火专业队伍，强化了森林火

灾的预防和扑救能力，有效地控制了山林火灾。1986年后，全

区山林火灾受害面积下降到0．5‰以下．实现了省、^她提出的控

制指标‘森林病虫害防治已由点到面逐步展开；木材年采伐量

按核定限额控制在10万立方米以内，一农村完成节柴改灶‘31．’8

万眼，占农户总数的91．7％，烤烟部分实行了以煤代柴，“七

五”期间·林木用于薪材的价值消耗比-六五”期间减少了

“．8 o,4。。，‘ ：一 ， 一．‘i
‘

一 r’4

．。i二是一手抓用材林的营造，‘一手抓经济果木林的发展。造

林栽果中，全区推广工程造林和“五定彝责任制，实行各级领

导带头办造林样板，使规范化造林得到较好的普及和推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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