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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巳之末，‘《六安地区林业志》几经努力：终于问世。这在皖‘

西林业史上实是一件可喜可庆的大事。
? ，：-

‘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方志历

来被看作“辅治之书，，。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在皖西人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历史时期，我们同样需要以历史成败为鉴。同时，建

国四十年来，皖西林业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教训，亦应作一总结，树

一里程之碑，以利今世，以惠后代。，

’纵观，可以说这部志书展现出了皖西林业发展的历史长卷。它

的兴衰消长，坎坷曲折，‘无不述诸笔端，详有所籍。建国后四十年

间，皖西林业可谓三起三落，曾遭受了二次大的严重破坏。一次是

1958年“大跃进Z，大炼钢铁，滥伐树木，皖西林业资源遭到了极

+其严重的破坏，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由於片面强调。以

粮为纲”和“山区粮食自给，力导致毁林种粮，森林资源再度遭到

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区各级党委、

政府及时清除了“左”的影响，贯彻落实了《森林法》和党中央， ，

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

以责任制为主体的一整套改革措施，使我区林业又重新走上了健康 ，

发展的轨道。皖西人民经过十年艰苦奋斗，使一个凋蔽不堪的林业

发展为今天生机盎然的林业，皖西人民再度看到了绿色的希望。从

这个意义上说，《六安地区林业志》无疑是献给我们的一面镜子，

，既反射过去，又昭示将来。

横览，可以说这是一部皖西林业的小百科全书。其内容之丰，

涉及面之广，无所不有：地貌特征，自然气候，山林状况，植物资

源，珍草嘉树，奇鸟异兽，科教文化，森工经营，编制序列，机构

人员等等，既集门类齐全之大成，且兼得删繁就简之于练。从这个‘

l l ·

，一．／

i。f

乏)



角度说，它又是一部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林业参考书。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这部志稿自1985年开始着手，林业志办

公室的同志辛勤笔耕，查典章于文卷，掘口碑于群众，涉足迹于山

川，取实证于现场。几经奔波，四年伏案，而后又三易其稿，修成

此著，确是一项浩大工程。志成．我受编委嘱托，写了这篇短文，

权充序言。

何宗新‘

·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白



， 一、本志编纂工作在地委，行署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根据志书体锣J规范进行搜集整理。‘ 一

。二：在取材上，本着描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原则，纵述史

实，横列门类，求实地记述了1909w1985年我区林业发展历史和现

状。
。

：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区各种林业文献，报刊杂志和林业

元老回忆口述。
’

二

四。志书所涉及的地名和行政机构，一律采用当时当地名称：

例如六安区行政专员公署，六安地区革命委员会等。 ：二

。。五，对于数字的使用，百位以上以矗万刀为单位用阿拉倍字表

示，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但为确保资料完整，得体数字求实录

用。
? ’

六、表内生产数据，来源于六安行署统计局。使用的度量衡计

算单位，建国前采用当时习惯用法(市斤、石、斗、升、合)，建

国后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中有关规定，为求存实未强求统一，公制与市制并甩。 j

七，百年以上的老树称为古树，生长良好并具有较高的经济观

赏价值树木，列入名木，在本区自然地理综合因子作用下，孕育而

生的，属世界稀有或濒于灭绝的动，植物，定为珍稀品种。

·3二p
k．，

，



大事。’记

△．+1909年(清宣统二年)淮南大通煤矿兴建，霍山年成交坑

木2400立方米。 、j- 一I ·

．、I。。
一：

， A 1921年(民国十年)刺槐开始引进我区。 ’ 、

△1951年3月17日金寨县共青团工作人员门登岭、六安团地

委工作人员盂光，路过金寨县九湾十八套戏火烧山6平方华里，损

失林木0．77万株，各判有期徒刑三年。7 -一
，，

，△1952年华东农林部部长张克侠到茅山视察、指导工作，并

派华东农科所10余人到茅山作土地利用调查。：
7

△1953年5月16—24日，华东林野调查队、省农林厅，专署

建设科等单位组织24人，对金寨县双石乡三年造林成绩进行实地检

查测量。 ‘．一 ：!一．一．．．”i
‘

9Y]苏联专家4人，在安徽森林工业局局长聂浩陪同下，到霍山

县参观栓皮栎林。=。．1‘ ‘-◆， j
．。

．

△1954年5月，霍山县佛子岭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农林

牧综合生产合作社。‘ ，， 1：‘．． ：。，
。

‘

7月30日1，专区建立木材供销站。1：：-．． 一-
．

7

。

是年，木材检尺由过去的“龙泉码”改为公尺r开始订约收

购。
‘

_1，：

△1955年3月15日，金寨县梅山区关山乡陈登银煮饭引起火

灾，烧毁山林I．2万亩，地委通报各县，引以为戒。 ?

6)I 12日，专区召开劳动模范代表会，林业系统出席l 3人。

A 1957年“赣，鄂、皖"、“豫、鄂、，皖”护林联防组织先

后建立。 ’

△1958年元月起，木材实行计划生产，计划供应。

4月30日上午，朱德委员长来六安及霍山佛子岭视察林业。
、

’·．{毒j ． ’．j
r、、

．‘



A 1961年，金寨，霍山两县森工部门收购木材被盗1．1万立

方米，价值38．37万元。 ，

△1962年11月1 0日，安徽省林业厅通报金寨县自1958年起共

损失木材6．9万立方米，价值200余万元。
’

一

是年，全区林业职工精简916人。

A 1963年4月，成立梅山、响洪甸二个水上派出所，专司木

竹管理。 。：
、

．

A 1972年白僵菌生产技术引进我区，先后在霍邱西山，六安

燕山等林场投产，年产量5万公斤。

．△1976年六安地区林业局组织人员对森林资源进行普查。．，

a 1980年全区春季造林34．90万亩，因大旱死亡63．9呖。

a 1981年6月，省林业厅确定金寨县马宗岭为北亚热带落叶

常绿阔叶林及珍稀动植物自然保护区。 ：

△1984年3月23日，中纪委工作组在皖西宾馆主持解决金寨，

罗田两县窝川林场山林纠纷，金寨让出山林2900亩。

a 1985年全区取消木材统购统配，实行议购议销，采用“三

证"管理。 ．7．
． j．

，‘

f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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