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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林业志
《凤凰县林业志》编写组

湖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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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州人大主

任(右二)在雷洞

界林场视察林业

q林业部徐部

长(右。)与县委

书记陈久经r右

二)在南华山林场

视察

司州林业局林

场科科长苏天

河(右‘)在茶坪

界林场检查育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I>-人人主任曹义f右三、

县长陈久经(右二)在雷洞

界林场检查生产

日林业部徐部长(右二)与

林场场长田儒轩f右)视察

森林公园

官U二林科所0『进的J曲

筒竹种子繁玳的砧竹

司南华山林场

场部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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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坪界林场新造杉林

睁南华叠翠

日南华山森林公园，角



》 南华LII国家森林

公吲沙湾景点

q 南华山国家森林

公吲革命烈士塔最点

嘲

司杉木林基地

△洲林业局苏科长和县林业局

张局长在雷洞界林场



司茨岩公社

引种的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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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松毛虫

司新场乡村民

在整地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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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板畔乡村民在为飞播整地

吗飞机杀虫中转站



△苗族姑娘观看飞播

A县林、』j!局长。’安牛在南华山林场检查诱杀害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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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测产

△副县长刘元斌和县林业局长

在察看研究造林

》林业模范杨秀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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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经过林业战线和编纂同志们一年的辛勤劳动，《凤凰县林业志》已

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这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有着深远

的意义。由于本书记述翔实，资料丰富，符合凤凰林业生产历史发展

的实际，具有鲜明的凤凰特色，很有科研价值和资政的作用。

从本书看出，林业的发展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所

谓政策，最基本的就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所有制，稳定的林业权属。

“十年树木"。由于林业生产周期较长，如果所有制经常变动而不稳定，

政策朝令夕改，林业生产是发展不起来的，历史证明，每一次生产体

制的变革，都给林业带来破坏；每当生产体制相对稳定，林业生产就

发展、就振兴起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山并一山"，林业权属长期不变，加

上《森林法》实施，以法治林，发挥科技的作用，又加大投入，从整

体上推动了林业生产的进步，在多年奋斗的基础上，1 993年消灭了宜

林荒山，出现了林业振兴的新局面。

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肩负

着优化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在我们山区，林业生产尤为

一工一



重要。我们经过长期的努力，虽然消灭了宜林荒山，但必须及时进行

工作重点转移，要巩固扩大成果，坚持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

走林材、林果、林药、林化等综合开发为主要内容的高效林业建设之

路，由低层次传统林业向建设具有凤凰特点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林业产

业体系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谱写新的篇章。

一2一

曹 义

1 9 95年11月1 0日



凡 例

一、《凤凰县林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实事求是

地记述全县林业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作用与贡献。

二、记述的时限，上限因事而异，一般追溯到清代。下限止于1994

年底。详今略古，特别反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多年来林业发

生的巨大变化。

三、全志结构，按章、节、目的层次安排。横排纵写，纵横结合。

四、全志由记、述、志、图、表、录组成，以志为主。卷首设概

述，统领全书；设人物记，记述林业战线的领导干部、先进工作者及

科技人员所作的贡献，以弥补志文因事系人之不足。

五、入志资料来自县林业局档案及口碑资料，除少数注明出处外，

一般不注出处。所用注释采用当页脚注。所用数据，主要采用县林业

局的统计数字，有少数数据与县统计局的数字有出入时，用注释说明。

六、有些地名先后有变更，一般采用事件发生时所称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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