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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地方志可公开出版和云南

省林业厅1990年4月全省林业修志工作会议关于三五年内，云南

省林业系统要完成一套系列丛书的精神，经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

研究决定：凡公开出版的各级林业志书，一律统一封面设计、统

一版式，统一申报出版计划。为此，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于9月

11日以云林志办字[1990]第13号文向各地州市林业局、各林业

企事业单位发出《关于出版林业志系列丛书的通知》。此《通知》

下发后，各林业单位纷纷报送公开出版志书的计划。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是一件服务当代、造福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和多种用途的大事，

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系统工程。但编修林业志在我省尚属首次，因为古代的志书是

“重人文，轻经济”，没有给林业单独立志。只有在近代志书中，虽

有关于森林方面的记述，也失之简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1982

年以来，云南林业系统和全国一样，开展了修志工作，尤其是1989

年3月全省林业系统修志讲习班以来，全省林业修志工作有声有

色地开展起来。省林业厅承担了《云南省志》中的《林业志》和

《古树名木志》两个分志的任务，我省各级林业部门也承担了各地

州市县地方志中的林业分志或林业篇章的任务。各林业单位在修

志工作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大都在着手编修林业部门志(或叫

林业专志)；省林业厅直属单位，在省厅的统一部署下，也都开展

了部门专业志的编修。至目前为止，全省林业单位已编修出林业

志初稿130多部，有的已付印成书，但尚属内部印刷，未能公开出

版，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为了保护森林，振兴林业，

达到“存史、资治、教化”，“有益当代，荫及后人”的目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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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志编辑办公室，根据1990年全省林业修志工作会议精神，在

听取了’一些单位的意见后，为使这批宝贵的林业历史资料形成体

系，集中反映全省各地的林业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伏、兴衰

演变的历史状况；同时也使广大林业修志工作者多年默默无闻、任

劳任怨、奋勇拼搏、辛勤耕耘的劳动成果得以公开问世(出版)，

发挥志书服务当今，流传后世的效能，经省林业厅批准并与有关

出版社联系后，决定出版《云南省林业志丛书》。为此，云南省林

业志编辑办公室拟定了《云南省林业志丛书》总体方案。1990年

11月29日，云南省林业厅以云林志办字(1990)第578号《关于

批转<云南省林业志丛书>总体方案的通知》，批转各林业单位执

行。 ·

《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说明主要有八个方面的内容：

1．名称。总名称为《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各林业部门志的名

称为正式书名，如《××县(或地州市县)林业志》、《×X自治

县林业志》、《××单位(即局、院、厂、校、司等)志》等。《丛

书》统一按之一、之二、之三⋯⋯⋯的顺序排列。

2．装帧。纳入《丛书》的各林业部门专业志，以大32开或16

开平装或精装两种版本，封面图案统一由省设计，志书印数由各

林业单位自行决定。

3．体例。志书的结构应符合志体要求，全书由编纂者名录、丛

书出版说明、图、照片、序、凡例(或编纂说明)、目录、概述、

大事记、志书正文(章、节、目)、附录、编纂始末等部分组成。

4．语言行文要则。严格按《云南省志总体设想》(修订)和

《补充规定》以及有关规定办理。

5．名称名词。林业系统志书中涉及动物名称和林业名词较

多，各地各部门的习惯名称、土名、俗名较复杂，应该重视名称

的规范。现规定：凡植物(包括树木名称)一律以《云南种子植

物名录》(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为准；动物名称一律以《云南省志·动物志》(1989年，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准；林业



名词一律以《林业名词》(1989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林学

名词审定委员会编)为准。在引用古资料(历史)时，仍可使用

旧称，但须用括号注明规范名称。

6．审定。志稿审定由各单位自行组织。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

可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协助。

7．经费。出版经费由申请出版单位自行筹集。

8．凡纳入本丛书的林业单位，应按规定报送省林业志编辑办

公室，以便安排出版事宜。

云南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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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县林业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

我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历史时期编写的。林

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发达与否，是国家富足、民

族繁荣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加速林业发展，不仅是贫困山区

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而且是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改善山区生产

和生存条件的重要措施。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林业在

云龙县国民经济中长期处于薄弱的地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去追寻云龙林业发展的轨迹，从中引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促

进云龙林业的发展，是编写本志的宗旨。

《云龙县林业志》记载了本县自然地理和林业资源优势，介绍

县内树种分布、林中众多野生动物及丰富的林副产品资源，记述

了林业生产关系的演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林业建设取得的成

就，林业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失误和教训，基本反映了云龙县近

代和现代林业发展的兴衰起落及其原因。

林业在云龙县国民经济发展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共云

龙县委、县人民政府把发展林业摆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位

置，作为振兴经济、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如何发挥自然优势，保

护好现有森林资源，加快林业发展步伐，首先应有正确的决策，决

策的正确与否，则有赖于对林情熟知程度。而本县旧志和其它史

籍中对林业的记述寥寥无几，更无林业专著，无从了解林业发展

的脉络。本志首次历史地、客观地、较系统地阐述了云龙林业发

展的状况，既填补了旧地方志无林业专志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为

发展云龙林业提供决策依据，为后人研究本县林业发展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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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绿色事业，它的兴衰直接关系到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愿本志的编修出版，能对保护境内的森林资

源，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全民

的林业意识，热爱云龙，热爱林业，为加速云龙县林业发展步伐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志在资料挖掘的深度和搜集范围的广度上尚有许多不足，

敬希了解、熟悉和关心云龙林业的领导、专家、读者及广大林业

工作者指正。

云龙县林业局长 杨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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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龙县林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

求是地记述本县林业的历史和现状，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

法”编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2．记述上限一般为’1911年，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限断至

1992年，个别重要事件下延至1994年。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林业发展状况。

3．采用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为表述方式，按

林业生产门类，横排竖写，以章节体安排层次，由概述、大事记、

各章和附录四部分组成，全书共10章，45节，90目，表附在有

关章节中，．随文编号。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

4．行文中“×x年代”，均指20世纪。

5．摘录史料原文均用引号，并以括号注明出处，凡用档案资

料，一般不注明出处，未注明出处者，均取自本县档案资料和书

末所附参考文献。

6．涉及地名和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如：云龙县人民委员会、云龙县革命委员会、．云龙县人民政府，简

称县人委，县革委、县政府。地名改称时，夹注今名，如：腾越

(今腾冲)。

7．人物一般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加褒贬，历史人物排列

以卒年为序。

8．度量衡单位：长度用公里、米、厘米、毫米；重量用吨、公

斤、克；面积用平方公里、亩①；体积用立方米。引文中的计量单

位保留原貌，不作换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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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使用数据，主要取自县统计局和本局统计资料，部分采用

大理州统计局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林业志》。五位以上数字以万为

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四舍五入。
· 10．专用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注明简称，以后用简

称。如；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简

称林业“三定”。

11．注释夹注、脚注兼用。

12．行文用语体文，文字使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

年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的简化汉字。

13．为使动植物(包括树木)名称统一规范，所列树种名录以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云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准，在该《名录》中查找不到的个别树种

以《中国树木志》(1983年中国树木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林业出

版社出版)为准；动物名称以《云南省志·动物志》(1989年云南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准；中草药名

录以《云龙县中药资源普查资料汇编》(1986年云龙县中药资源普

查办公室编)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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