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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件

西志编委[2003]01号
★

西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关于香坪山林场志审查验收报告的批复

香坪山林场：

你场《关于申请验收(西畴县国营香坪山林场志)

的报告》及《西畴县国营香坪山林场志(验收稿)》收

悉，经验收小组认真审查，现批复如下：

该志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对事业的发展变化作了实事

求是的记述，突出了事业特点、地区特点。全志政治观

点鲜明、体例齐备、结构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朴实，

符合志体规范要求，同意验收。

此复。

西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7月2日



序 一

县林业局局长李耀

在迈向2l世纪的头一年，西畴县林业战线在相继出版《西畴

县林业志》和《西畴县国营坪寨林场志》之后，又出版了《西畴

县国营香坪山林场志》，这是西畴县林业战线上的又一件大喜事，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对研究林场的发展以及教育后代都

将起到重要作用。

西畴县国营香坪山林场是文山州建立最早的林场。建场初期．

林场干部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

造下了一片片杉木林。六十年代初，他们坚持“以林为主、多种

经营、综合利用、永续利用”的方针，大搞林粮问作，大搞林副

业生产，多渠道、多途径增加林业建设投入。十年。文革”中，

他们依然坚守岗位，尽最大的努力边造林边护林，尽量减少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解放思想，致力改革，先后实行了“联产承包到组”、“家

庭林场责任制”、“护林防火联防责任制”等生产、管理办法、措

施，有效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逐渐杜

绝了森林火灾，减少了乱砍滥伐，保障和发挥了林业效益。

建场以来的五十一年，林场正确处理了国家、林场、社队集

体的利益关系，在国家支持、帮助下，不断深化生产、管理改革，

生产、经营稳步发展，这是十分可贵的。希望林场再接再厉，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取得更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一10月乡



序 二

场长熊安跃

《西畴县国营香坪山林场志》出版了，这是我场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大成果，也是全场干部、职工中的一件大喜事。此书全面

系统地记述了林场的历史和现状，有经验也有教训，是一部存

史、资治、教化的好著述。

我场建立于1951年6月26日．至今已有五十一年的历史。

林场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1—1957年，这期

间环境条件十分艰苦，干部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

神，接管了县人民政府划给林场的山林、土地，明确了山权界

限，垦复了草果和八角，还造下了部分杉、松、园柏等林木；第

二阶段是1958。1960年，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县人民政府将林

区附近社队的部分荒山荒地划给林场造林，在“苦战十昼夜，绿

化全县荒山”的口号下。下达不切实际的生产任务，导致造林质

量低，成活率差，数字浮夸等闽题。第三阶段是1961—1965年，

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林

场划出部分山林给附近社队经营管理；造林工作执行科学的操作

规程，提高了质量；贯彻执行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方

针，以短养长，大搞林粮闻作、养猪种菜，既增加了多种经营收

入，又加大了造林、抚育的投入，促进了林业生产。第四阶段是

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几

年中，林场护林工作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乱砍滥伐屡禁不

止、森林火灾连续不断，全场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尽力保护国家

财产。第五阶段是1979—200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6



改革开放的方针给林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实行了林业“兰定”，

稳定了山林权属，实行“联产承包到组”、“家庭林场责任制”、

“护林防火联防责任制”，森林火灾逐年下降乃至杜绝，乱砍滥伐

逐年减少。林场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得到发挥。

回顾林场发展的历史，令人欣慰，如果说有成绩，成绩应该

归功予党的领导，归功于林场=F部职工，归功于当地党委、政府

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我代表林场向支持和关心林场发展的

有关单位、领导，向林区附近的社队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同

时，也向编纂《西畴县国营香坪山林场志》付出辛劳的同志、向

支持编修工作的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1

2003年lO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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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火宣传⋯⋯⋯⋯⋯⋯⋯⋯⋯⋯⋯⋯⋯“⋯⋯⋯·(145)

二、防火责任制⋯⋯⋯⋯⋯⋯⋯⋯⋯⋯⋯⋯⋯⋯⋯⋯(145)

三、防火设施⋯⋯⋯⋯⋯⋯⋯⋯⋯⋯⋯⋯⋯⋯⋯⋯⋯(146)

四、森林火灾及查处⋯⋯⋯⋯⋯⋯⋯⋯⋯⋯⋯⋯⋯⋯(1



·6· 香坪山林场志

表3—2 1960．1995年森林火灾及查处情况一

览表⋯⋯⋯⋯⋯⋯⋯⋯⋯⋯⋯⋯⋯⋯⋯(150)

第三节制止毁林

一、毁林垦殖及查处⋯⋯⋯⋯⋯⋯⋯⋯⋯⋯⋯⋯⋯⋯(152)

二、偷砍盗伐及查处⋯⋯⋯⋯⋯⋯⋯⋯⋯⋯⋯⋯⋯⋯(153)

三、哄抢滥伐及查处⋯⋯⋯⋯⋯⋯⋯⋯⋯⋯⋯⋯⋯⋯(155)

表3—3 1968。1987年哄抢木材及查处情况一

览表⋯⋯⋯⋯⋯⋯⋯⋯⋯⋯⋯⋯⋯⋯⋯(156)

表3—4 1965—2001年偷砍盗伐及查处情况一

览表⋯⋯⋯⋯⋯⋯⋯⋯⋯⋯⋯⋯⋯⋯⋯(158)

第四节野生动物保护⋯⋯⋯⋯⋯⋯⋯⋯⋯⋯⋯⋯⋯⋯(159)

表3—5林场派出所1980一2001年各类案件

查处统计表⋯⋯⋯⋯⋯⋯⋯⋯⋯⋯⋯⋯(160)

病虫害

防治⋯⋯⋯⋯⋯⋯⋯⋯⋯⋯⋯⋯⋯⋯⋯⋯(161)

防治⋯⋯⋯⋯⋯⋯⋯⋯⋯⋯⋯⋯⋯⋯⋯⋯(162)

营销

间伐

材积⋯⋯⋯⋯⋯⋯⋯⋯⋯⋯⋯⋯⋯⋯⋯⋯(163)

序⋯⋯⋯⋯⋯⋯⋯⋯⋯⋯⋯⋯⋯⋯⋯⋯⋯(164)

林改造采伐

材积⋯⋯⋯⋯⋯⋯⋯⋯⋯⋯⋯⋯⋯⋯⋯⋯(165)

序⋯⋯⋯⋯⋯⋯⋯⋯⋯⋯⋯⋯⋯⋯⋯⋯⋯(165)

性采伐⋯⋯⋯⋯⋯⋯⋯⋯⋯⋯⋯⋯⋯⋯⋯(166)

销售⋯⋯⋯⋯⋯⋯⋯⋯⋯⋯⋯⋯⋯⋯⋯⋯(167)

香坪山林场1974—2001年木材生产、销售

收入、单价一览表⋯⋯⋯⋯⋯⋯⋯⋯⋯(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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