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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

长远事业。森林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它不仅能给国家建设和人

民生产、生活提供木材和林副产品，而且通过其强大的生物效能，

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良地力、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

气、美化环境、增进人们身心健康、维持自然生态平衡以及保障农

业高产稳产等方面发挥着强大的社会效益。·

灌县地近成都，山丘起伏，河流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最适宜各种林木生长和森林分布。我县人民历来就有植树造林、绿

化山川的优良传统，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无山不绿、有水皆清、

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的优美环境，留下了大量极为宝贵的自然物

质财富，也为我们今天发展林业、保护森林提供了教益。

建国后，林业的发展和森林资源的利用几经波折，教训尤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使我县林业的发展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成为历史发

艮的必然。在上级领导、灌县志编纂委员会及林业工作者和有关部

门的关怀帮助和大力支持下，我局编志工作者本着“上对祖宗、下

对子孙"负责的精神，克服资料不足、时问紧迫等困难，以新的思

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拟定纲目，采访口碑，查阅档案并认真

地进行资料的考证、核实、汇编，几易其稿，终于编纂出这部比较

完整的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灌县林业志》。

《灌县林业志》主要记叙了灌县林业建设中各项工作的开展情
· l ’



况和经验教训，以期全县人民，特别是林业工作者从中吸取教益，

大力植树造林、绿化山川、加强保护，努力恢复失去的森林资源，

实现周恩来总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遗愿。

这里，我代表中共林、i让局总支委受会、林业局向为编纂《灌县

林业志》给予帮助、支持的单位和个人，向为编写志书洒下辛勤汗

水、付出大量心皿的同志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杨国彬

一九八六年二月



凡 例

一、《灌县林业志》(以‘F简称本志)各篇章均以事件为主

体，按时间顺序写，个别地方也有倒叙。时问：下限断至一丸／＼四

年底，上限以辛亥革命止。根据资料情况，个别篇章不受此限。

二、本志通篇采用白话文，记叙体。使用《新华字典》刊载的

标点符号。

三、本志以篇统章，以章率节。

四、朝代纪元统用汉字。建国前沿用旧称(如明代、清代、民

国等)，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一九四九年后一律直接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后。

五、名词术语按规定运用全称，不随意缩减。其中，过长而又

多次出现必须缩减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同时在括号内注明简

称。专用名词术语按规定使用，做到全书统一。

六、除统计表内统计数字、百分比、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码

外，其余数字一律使用汉字。

七、度、量、衡以公制作标准单位。名称依国务院统一规定。

使用旧制、市制时加注说明。使用统计数据以统计局及正式上报数

据为准。

八，文中引用古典文献皆录其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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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木材价值⋯⋯⋯⋯⋯⋯⋯⋯⋯⋯⋯⋯⋯⋯⋯⋯⋯⋯⋯⋯⋯⋯⋯⋯(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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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r森林保护⋯⋯⋯⋯⋯⋯⋯⋯⋯．．一⋯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7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81)

历史上森林的保护⋯⋯⋯⋯⋯⋯一⋯⋯⋯⋯⋯⋯⋯⋯·(81)

建国后的护林组织⋯⋯⋯⋯⋯·⋯⋯⋯⋯⋯⋯⋯⋯．．．(82)

护林指挥部⋯⋯⋯⋯⋯⋯⋯⋯⋯⋯⋯⋯⋯⋯⋯⋯⋯⋯⋯⋯⋯⋯⋯(82)

乡、村护林组织⋯⋯⋯⋯⋯⋯⋯⋯⋯⋯⋯⋯⋯⋯一⋯⋯⋯⋯⋯··(82)

护林、木材检查站⋯⋯⋯⋯⋯⋯⋯⋯⋯⋯⋯⋯⋯⋯⋯⋯⋯⋯⋯⋯⋯(83)

建国后的护林防火⋯⋯⋯⋯⋯⋯⋯⋯⋯⋯⋯⋯⋯⋯“(84)

建国初灌县的护林防火⋯⋯⋯⋯⋯⋯⋯⋯⋯⋯⋯⋯⋯⋯⋯⋯⋯⋯⋯(84)

一九五八年后的护林防火⋯⋯⋯⋯⋯⋯⋯⋯⋯⋯⋯⋯⋯⋯⋯⋯⋯⋯(86)

一九七六年后的护林防火⋯⋯⋯⋯⋯⋯⋯⋯⋯⋯⋯⋯⋯⋯⋯⋯¨⋯(87)

第四章 林权⋯⋯⋯⋯⋯⋯⋯⋯⋯⋯⋯⋯⋯⋯⋯⋯⋯⋯⋯⋯⋯(90)

第一节 民国时期山林占有情况⋯⋯⋯⋯⋯⋯⋯⋯⋯⋯⋯⋯⋯⋯⋯⋯⋯⋯(91)

第二节 土地改革时期山林的处理⋯⋯⋯⋯⋯⋯⋯⋯⋯⋯⋯⋯⋯··、⋯⋯⋯·(92)

一，大森林收归国有调查工作⋯⋯⋯⋯⋯⋯⋯⋯⋯⋯⋯⋯⋯⋯⋯··⋯⋯⋯·(92)

二、森林和林地的没收、征收⋯⋯⋯⋯⋯⋯⋯⋯⋯⋯⋯⋯⋯⋯⋯⋯⋯⋯⋯(92)

兰，山林的分配⋯⋯⋯⋯⋯⋯⋯⋯⋯⋯⋯⋯⋯⋯⋯⋯⋯⋯⋯⋯⋯⋯⋯⋯⋯(92)

第三节 林权关系的变迁⋯⋯⋯⋯⋯⋯⋯⋯⋯⋯⋯·⋯⋯⋯⋯⋯⋯⋯⋯⋯··(92)

一，林木的折价入社⋯⋯⋯⋯⋯⋯⋯⋯⋯⋯⋯⋯⋯⋯⋯⋯⋯⋯⋯⋯⋯⋯⋯(92)

二，山林树木的公有化⋯⋯⋯⋯⋯⋯⋯⋯⋯⋯⋯⋯⋯⋯⋯⋯⋯⋯⋯⋯⋯⋯(93)

三、林权的几经变化⋯⋯⋯⋯⋯⋯⋯⋯⋯⋯⋯⋯⋯⋯⋯⋯⋯⋯⋯⋯⋯⋯⋯(93)

第四节 落实林业所有制和责任制⋯⋯⋯⋯⋯⋯⋯⋯⋯⋯⋯⋯⋯⋯⋯⋯⋯(93)

一，第一期⋯⋯⋯⋯⋯⋯⋯⋯⋯⋯⋯·⋯⋯⋯⋯⋯⋯⋯⋯⋯⋯⋯⋯⋯⋯⋯··(93)

二、第二期⋯⋯⋯⋯⋯⋯⋯⋯⋯⋯⋯⋯⋯⋯⋯⋯⋯⋯⋯⋯⋯⋯⋯⋯⋯⋯⋯(93)

第五章 风景林木保护⋯⋯⋯⋯⋯⋯⋯⋯⋯⋯⋯⋯⋯⋯⋯”(94)

第六章 封山育林⋯⋯⋯⋯⋯⋯⋯⋯⋯⋯⋯⋯⋯⋯⋯⋯⋯··(96)

第一节 封山育林工作⋯⋯⋯⋯⋯⋯⋯⋯⋯⋯⋯⋯⋯⋯⋯⋯⋯⋯⋯⋯⋯·一(96)

第二节 封山育林成果⋯⋯⋯⋯⋯⋯·⋯⋯⋯⋯⋯⋯⋯⋯⋯⋯⋯⋯⋯⋯⋯··(97)
、 一、泰安乡的封山育林⋯⋯⋯⋯⋯⋯⋯⋯⋯⋯⋯⋯⋯⋯⋯⋯⋯⋯⋯⋯⋯⋯(97)

二、大观乡的封山育林⋯⋯·⋯⋯⋯⋯⋯⋯⋯⋯⋯⋯⋯⋯⋯⋯⋯⋯⋯⋯⋯··(97)

。三、青景村一组的封山育林⋯⋯⋯⋯⋯⋯⋯⋯⋯⋯⋯⋯⋯⋯．．⋯⋯¨⋯⋯·(97)

四、旗松村一、七、八组的封山育林⋯⋯⋯⋯⋯⋯⋯⋯⋯⋯⋯⋯⋯⋯⋯·“(98)

第七章 野生动物保护⋯⋯⋯⋯⋯⋯⋯⋯⋯⋯⋯⋯⋯⋯⋯·(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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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野生动物保护概况⋯⋯⋯⋯⋯⋯⋯⋯⋯⋯⋯⋯⋯⋯⋯⋯⋯⋯⋯⋯(98)

第二节 大熊猫保护⋯⋯⋯⋯⋯⋯⋯⋯⋯⋯⋯⋯⋯⋯一⋯⋯⋯⋯⋯⋯⋯⋯．(99)

第八章、病虫害防治⋯⋯⋯⋯⋯⋯．．．⋯⋯⋯⋯⋯⋯⋯⋯⋯⋯⋯⋯(100)
、

第一节 病虫害防治概况⋯⋯⋯⋯⋯·⋯⋯⋯⋯⋯⋯⋯⋯⋯⋯⋯⋯⋯⋯⋯··(100)

第二节 病虫害普查⋯⋯⋯⋯⋯⋯⋯⋯⋯⋯⋯⋯⋯⋯⋯”⋯⋯⋯⋯⋯⋯⋯·(101)

一、林木病虫害及天敌⋯⋯⋯⋯⋯⋯⋯⋯⋯⋯⋯⋯⋯⋯⋯⋯⋯⋯⋯⋯”⋯·(101)

二、苗圃病虫害⋯⋯⋯⋯⋯⋯⋯⋯⋯⋯⋯⋯⋯⋯⋯⋯··⋯⋯⋯⋯⋯⋯⋯⋯·(101)

灌县森林病虫害普查情况统计表(见附一)

薄县林木主要病虫害、天敌名录(见附二，如3页)

：

第七篇记事⋯⋯⋯⋯⋯⋯⋯⋯⋯·⋯⋯⋯⋯⋯⋯⋯⋯(109)

、，第一章 灾害⋯⋯⋯⋯⋯⋯⋯⋯⋯⋯⋯⋯⋯⋯⋯⋯⋯⋯⋯⋯⋯⋯⋯(109)

第一节 自然灾害⋯⋯一⋯⋯⋯⋯⋯⋯⋯一⋯⋯⋯⋯⋯⋯⋯⋯⋯⋯⋯⋯⋯·(里09)

一、风雹灾害⋯⋯⋯⋯⋯⋯⋯⋯⋯⋯⋯⋯⋯⋯⋯⋯⋯⋯⋯⋯⋯⋯⋯⋯⋯⋯(109)

二、水灾⋯⋯⋯⋯⋯⋯⋯⋯⋯⋯⋯⋯⋯⋯⋯⋯⋯⋯⋯⋯⋯⋯⋯⋯⋯⋯⋯⋯(109)

三、霜、雪、低温灾害⋯⋯⋯⋯⋯⋯⋯⋯⋯⋯⋯⋯⋯⋯⋯⋯⋯⋯⋯⋯⋯⋯(110)

四、虫害⋯⋯⋯⋯⋯⋯⋯⋯⋯⋯⋯⋯⋯⋯⋯⋯⋯⋯⋯⋯⋯⋯”⋯⋯⋯⋯⋯·(110)

’第二节 山林火灾⋯⋯⋯⋯⋯⋯⋯⋯⋯⋯⋯⋯⋯⋯⋯⋯⋯⋯⋯··⋯⋯⋯⋯·(111)

第二章 大事记⋯⋯⋯一w一一⋯⋯⋯⋯⋯⋯⋯⋯⋯⋯⋯⋯⋯⋯”(112)

第夕＼篇艺文选⋯⋯⋯⋯⋯⋯⋯⋯⋯⋯⋯⋯⋯⋯一．．⋯”．． (113)

第一章 诗抄⋯⋯⋯⋯⋯⋯⋯⋯⋯⋯⋯⋯⋯⋯⋯⋯⋯⋯⋯．．．⋯⋯，”<113)

第一节 四言古诗⋯⋯⋯⋯⋯⋯⋯⋯⋯⋯⋯⋯⋯⋯⋯⋯⋯⋯⋯⋯⋯”⋯⋯·(113)

第二节 五言古诗⋯⋯⋯⋯⋯⋯⋯⋯⋯⋯⋯⋯⋯⋯⋯⋯⋯⋯⋯⋯⋯⋯⋯⋯(113)

第三节 七言古诗⋯⋯⋯⋯⋯⋯⋯⋯⋯⋯⋯⋯⋯⋯⋯⋯⋯⋯⋯⋯⋯⋯⋯⋯(115)

第四节 新诗、词⋯⋯⋯⋯⋯⋯⋯⋯⋯⋯⋯⋯⋯⋯⋯⋯⋯⋯⋯⋯⋯⋯⋯⋯(117)

第二章 林谚⋯⋯⋯⋯⋯⋯⋯⋯⋯⋯⋯⋯⋯⋯⋯⋯⋯⋯⋯⋯⋯(118)

第一节 森林生态效益方面⋯⋯⋯⋯⋯⋯⋯⋯⋯⋯⋯⋯舢⋯⋯⋯⋯⋯⋯⋯(118)

第二节 经济效益方面⋯⋯⋯⋯⋯⋯⋯⋯⋯⋯⋯⋯⋯⋯⋯⋯⋯⋯一⋯⋯一·。(118)

第三节 植树技术⋯⋯⋯⋯⋯⋯⋯⋯⋯⋯⋯⋯⋯⋯⋯⋯⋯⋯⋯⋯··⋯⋯⋯·(119)

第四节 经营管理⋯⋯⋯⋯⋯⋯⋯⋯⋯⋯⋯⋯·⋯⋯⋯··⋯⋯⋯⋯⋯⋯⋯⋯(119)

第三章 文选⋯⋯⋯⋯⋯⋯⋯⋯⋯⋯⋯⋯⋯⋯⋯⋯⋯·⋯⋯⋯·(120)

一，察院禁碑⋯⋯⋯⋯⋯⋯⋯⋯一⋯⋯⋯⋯⋯⋯⋯⋯⋯⋯⋯⋯⋯⋯⋯⋯’(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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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树碑记⋯⋯⋯⋯⋯⋯⋯⋯⋯⋯·⋯⋯⋯⋯⋯⋯⋯⋯¨⋯⋯⋯⋯⋯．．．·．(]20)

三、四川布政使李、按察使曹保护灵岩由示碑⋯⋯⋯⋯_⋯⋯⋯⋯⋯⋯⋯(121)

四、护树碑⋯⋯⋯⋯⋯⋯⋯⋯⋯⋯⋯⋯⋯⋯⋯⋯⋯⋯⋯⋯⋯⋯⋯⋯⋯⋯⋯(122)

五、灌县革命委员会关于保护森林，加强林木管理的布告⋯·⋯⋯⋯⋯⋯··(122)

六、灌县革命委员会关于严加保护青城山风景区林术的布告一_⋯⋯⋯⋯·(123)
、 七、潼县革命委员会木材运输管理办法(试行)⋯⋯⋯一⋯⋯⋯⋯⋯⋯⋯⋯·(124)

八、滏县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全面封山育林的通告⋯⋯⋯⋯·j⋯⋯⋯⋯⋯⋯·(125)

九、封山育林碑⋯⋯⋯⋯⋯⋯⋯⋯⋯⋯⋯⋯⋯⋯⋯一⋯⋯⋯⋯⋯·⋯⋯⋯··(126)

第九篇林业管理机构⋯⋯⋯·．．·⋯⋯⋯⋯·一⋯⋯⋯⋯⋯(127)

第一章 林业机构沿革⋯⋯⋯⋯⋯·⋯一一⋯⋯⋯一⋯一⋯⋯⋯．(】27)

第一节 建国前机构设置⋯⋯⋯⋯⋯⋯⋯⋯⋯⋯⋯⋯⋯_⋯⋯⋯⋯⋯⋯⋯(127)

第二节 建国后机构设置⋯⋯⋯⋯⋯⋯⋯⋯⋯⋯⋯⋯⋯⋯·⋯⋯⋯⋯⋯⋯··(127)

第三节 萦属关系及职能⋯⋯⋯⋯⋯⋯⋯⋯⋯⋯⋯⋯⋯”··⋯⋯⋯⋯⋯⋯．，(128)
’

●||

第二章 林业局机关⋯．．．⋯⋯⋯⋯⋯·⋯⋯一⋯⋯⋯一⋯⋯⋯⋯⋯·(130)
‘

第一节 局址、建筑物及其它设备⋯··：⋯⋯··．．．·．．．⋯⋯矗⋯⋯：⋯⋯⋯⋯·．(130)

第二节 局机构设置⋯⋯⋯⋯⋯⋯⋯⋯⋯⋯⋯⋯⋯⋯⋯⋯⋯⋯⋯⋯⋯⋯⋯(130)

第三节 职工队伍⋯⋯⋯⋯⋯⋯⋯⋯⋯⋯⋯⋯⋯⋯⋯⋯⋯⋯⋯⋯⋯⋯．-⋯·(191)

第三章 党团及其它组织⋯⋯⋯⋯⋯⋯⋯⋯⋯⋯⋯⋯⋯⋯⋯⋯·(131)

第一节 党组织⋯⋯⋯⋯⋯⋯⋯⋯⋯⋯⋯⋯⋯⋯⋯⋯⋯⋯⋯··⋯⋯⋯⋯⋯(131)

第二节 共青团⋯⋯⋯⋯⋯⋯⋯⋯⋯⋯⋯⋯⋯⋯⋯⋯⋯⋯⋯⋯⋯⋯⋯⋯⋯(131)

第三节 林学会⋯⋯⋯⋯⋯⋯⋯⋯⋯⋯⋯⋯⋯⋯⋯⋯⋯⋯⋯⋯⋯⋯⋯⋯⋯(132)

附：林业局干部职工发艮变化表(一)、(二)、(三)⋯⋯⋯⋯⋯⋯⋯⋯⋯⋯(132)

第四章 直属单位⋯⋯⋯⋯⋯⋯⋯⋯⋯⋯⋯⋯⋯⋯⋯⋯⋯⋯⋯(134)

第一节 林产品服务公司⋯⋯⋯⋯⋯⋯⋯”⋯⋯⋯⋯⋯⋯⋯⋯⋯⋯⋯⋯⋯．(134)

一、机构设置及隶属⋯⋯⋯⋯⋯⋯⋯⋯⋯⋯⋯⋯⋯⋯⋯⋯⋯⋯⋯⋯⋯⋯⋯(13d)

二、购销业务⋯⋯⋯⋯⋯⋯⋯⋯⋯⋯⋯⋯⋯⋯⋯⋯⋯⋯⋯⋯⋯⋯⋯⋯⋯⋯(136)

第二节 国营灌县林场⋯⋯⋯⋯⋯⋯⋯⋯⋯⋯⋯⋯⋯⋯⋯⋯⋯⋯⋯⋯⋯⋯(136)

第三节 国营中兴苗固⋯⋯⋯⋯⋯⋯⋯⋯⋯⋯⋯⋯⋯⋯⋯⋯⋯⋯⋯⋯⋯⋯(138)

第四节 林产品综合贸易公司⋯⋯一⋯⋯⋯⋯⋯⋯⋯⋯⋯⋯⋯⋯⋯⋯⋯⋯(138)

第五章 公社林业员⋯⋯⋯⋯⋯⋯⋯⋯⋯⋯⋯⋯⋯⋯⋯⋯·(140)

第一节 林业员设置⋯⋯⋯⋯⋯⋯⋯⋯⋯⋯⋯⋯⋯⋯⋯⋯⋯⋯⋯⋯⋯⋯⋯(140)

第二节 职责及隶属关系⋯⋯⋯⋯⋯⋯⋯⋯⋯⋯⋯⋯⋯⋯⋯⋯⋯⋯⋯⋯⋯(140)

第三节 林业员的待遇⋯⋯⋯⋯⋯⋯⋯⋯⋯⋯⋯⋯⋯⋯⋯⋯⋯⋯⋯⋯⋯⋯(140)

附{一九八二年在职林(蚕)业员一览表⋯⋯⋯⋯⋯⋯⋯⋯⋯⋯⋯⋯⋯⋯⋯··(141)
· 7 ·



第十篇灌县境内的林业机构⋯⋯⋯⋯⋯⋯⋯⋯⋯⋯⋯(，42)

第一章 教学科研机构⋯⋯⋯⋯⋯⋯⋯⋯⋯一·¨j·?⋯．．=．·’⋯“(142)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四川大学农学院灵岩山林场⋯⋯··一⋯⋯⋯·⋯⋯⋯····“⋯···⋯⋯(142)

四川省林业学校⋯⋯⋯⋯⋯⋯⋯⋯⋯⋯⋯⋯⋯··⋯⋯·⋯··⋯⋯⋯·(142)

杉木林抚育站⋯⋯⋯⋯⋯⋯⋯⋯⋯⋯⋯⋯⋯⋯⋯⋯⋯⋯⋯⋯一⋯(143)

林业管理机构⋯⋯⋯⋯⋯⋯⋯⋯⋯⋯⋯⋯⋯⋯⋯⋯(144)

灌县森林事务所、紫坪铺森林管理站⋯⋯⋯⋯⋯··⋯⋯⋯⋯⋯⋯·(144)

氓汪林管区、林业改良场⋯⋯⋯⋯⋯⋯⋯⋯⋯⋯⋯⋯⋯⋯⋯⋯⋯(144)

林业工作站、灌县林场⋯⋯⋯⋯⋯⋯⋯⋯⋯⋯⋯⋯⋯·”⋯⋯⋯⋯(144)

灌县木材检查站⋯⋯⋯⋯⋯⋯⋯⋯⋯⋯⋯⋯⋯．⋯⋯⋯⋯⋯⋯⋯(145)

林业企业⋯⋯⋯⋯⋯⋯⋯⋯⋯⋯⋯⋯⋯⋯⋯⋯⋯⋯⋯⋯”(145)
_

阿坝州林业运输公司⋯⋯⋯⋯⋯⋯⋯⋯⋯⋯⋯⋯⋯⋯⋯⋯⋯⋯(145)

岷江林业机械厂⋯⋯⋯⋯⋯⋯⋯⋯⋯⋯⋯⋯⋯⋯⋯⋯⋯⋯⋯⋯(1丑6)

灌县水运处⋯⋯⋯⋯⋯⋯⋯⋯⋯⋯⋯⋯⋯⋯⋯⋯⋯⋯⋯⋯⋯⋯(147)

编后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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