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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畴县坪寨林场志>审查验收报告》的
， 批 复

国有坪寨林场：

你场组织编纂的<西畴县国有坪寨林场志>(送审稿)，经按审

查验收规程组织认真的审查，认为是一部政治观点鲜明、编纂目的

明确，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求和原则的志稿．具有体例完备、结

构合理，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行文规范、语言准确的特点，突出了
“资治、教化、存史”功能。同意作为内部资料出版。

西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章)
2001年12月22日

附：验收组成员名单

组长：胡光兴(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辑)

成员：董昌顺(县地方志办公室聘请编辑)

王立能(县地方志办公室聘请编辑)

主题词：坪寨林场志审查验收批复
——————————————————————————————————一_
抄送；县委宣传部、县国家保密局 (共印5份)

西畴县方志办 200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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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畴县林业局局长谢家才

《西畴县国有坪寨林场志》的出版，是我县林业战线

继《西畴县林业志》出版之后的又一部林业部门志，值

得祝贺。

坪寨林场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建立的。建场初期，

林场干部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

神，为国家保护了大片的原始老林；营造了部份用材林，

初见三大效益，并探索总结了以林为主、林粮问作和以

副养林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全省林业战线都有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护林工作经历了曲折、艰难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场走上了改革发展之路，

先后实行“超产定额奖”、“班组承包责任制”、“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经营管理制度，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坪寨林场志》较系统、详实地

记述了坪寨林场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建场42年的经验

和教训，对于服务当今、启迪后人，建设和发展林场，

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o

坪寨林场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和效益，这是历届县

委、县人民政府加强领导，各乡(镇)党委、政府和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林场干部、职工长期艰苦奋斗的



结果。我代表县林业局向关心、支持坪寨林场建设的各

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1

42年的实践告诉我们，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粮，

抓粮必抓林。林茂粮丰是国家富裕、民族繁荣、社会文

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县委、县人民政府

“调整林种结构，发展经济林果”的指导思想，不断发挥

林场的“龙头”作用，继承和发扬林场艰苦创业的精神，

总结经验、认真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大林业科

技含量，挖掘潜力，发展优质、高效的绿色产业，为实

现西畴的持续发展和人民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奋斗!



序二

西畴县国有坪寨林场场长程联德

《西畴县国有坪寨林

场志》的编纂，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我场创建至2000年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历

程。是一部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场志。

坪寨林场的创建和发展，是在经营范围宽广、地形

地貌复杂、气候差异大、原始林多的条件下进行的，全

场干部职工，尤其是创业前辈，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和

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镰刀、锄头为工具，披荆斩棘、斗

熊战蛇，夜宿破庙、岩洞、草棚，饿了吃野果、渴了喝

山泉，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创造了我们今天这样

一个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为一体的国有林场，林场

的史册将永记他们!在场志出版之际，我代表金场干部

职工，向关心、支持坪寨林场建设的单位、个人表示衷



心的感谢!向为林场建设付出心血和汗水、作出积极贡

献的林场干部、职工表示真诚的敬意!

历程的艰辛、成绩与失误，志书作了客观、全面的

记述，望全场干部职工在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

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认真阅读场志，学习老一辈创业

者英勇顽强、乐于奉献的革命精神，用坚定的信念、坚

强的意志和科技知识、科技手段搞好林场的经营、管理

和保护工作，为林场的全面建设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这就是新时代林业工人的追求!一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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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r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西畴县国有坪寨林

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述、记、志、人物、附录体裁组成。图、

表分别插在有关章节中；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以时

录事，同时兼用记事本末体；志，采用横排竖写，纵分

时、横分类记述；传，设传记、事略、名录，坚持生不

列传。

三、本志上限1915年，下限2000年。

四、州、县、乡、行政村、自然村、生产合作社建

制称谓，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所用地名以《西畴

县地名志》为准。涉及省、州、县有关单位，如省人民

政府、省林业厅、州林业局、县林业局等均分别指云南

省、文山州、西畴县。

五、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仍用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面积用公顷(局部仍用亩)，重量

用公斤，材积用立方米，长度用公里、千米、米、厘米。

数字上万位的以万为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不能省

的使用原数。专业用语或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

． 易



称，以后用简称d

六、本志资料来源：西畴县档案馆、本单位的文书

档案、州和县林业志、<西畴县志》；动植物名录，以州、

县动植物名录为依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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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西畴县国有坪寨林场，位于东经104。35’～104。54’，

北纬23。12’--23。257，东西长27公里，南北宽19公里。

国有林地分布于西畴县的坪寨、蚌谷、法斗、董马、兴

街、鸡街、西洒、柏林8个乡(镇)和麻栗坡县六河乡，

共21个行政村506个农业合作社，林场林界与农业地界

犬牙交错。

经营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为中山长岗岭山岳地带

侵蚀中山地貌，山脉纵横，山脊明显，地形破碎。最高

点是法斗营林区水晶石梁子，海拔1785米；最低点是坪

寨营林区哄哈村后山出水湾林界，海拔920米。主要河

流有哄哈河、牛山河、新寨河，发源于林区范围。土壤

类型：有黄壤、红壤、紫色土三个土类三个亚类。分砂

页岩红壤、页岩黄壤、黄泡土、紫色土等土属，红砂土、

淡红泡土、红泥土、黄泥土、白沙土、棕黄壤、紫砂土、

黄壤八个土种，黄壤是主要土类。

气候，属中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类型。气候温和，

雨量适中，春季增温快，冬季无严寒，夏季无酷热，中

间高温不足，干湿季分明。年均日照1500～1600小时，

年均气温15．9℃，年均最高气温20．8℃，年均最低气温

12．6℃，极端最高温32．8℃，极端最低气温一6．7℃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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