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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一

香格里拉县县长 马文龙

香格里拉县的第一部林业专门志——《香格里拉县林业志》成书

出版，这是全县林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香格里拉县是全省林业大县。丰富的森林资源养育了一代又一代

的香格里拉人，也维系着全县的生态平衡。森林是香格里拉县生态环

境的主体，也是香格里拉县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境位于世界

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区，中国第一大江——长江上游，地理

区位、生态区位十分重要，县境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着本县及下

游广大省区的生态安全。然而，香格里拉县解放后50年来的林业工

作，经历了一个不可忘却的曲折发展过程，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及

政策上的某些失误，20世纪70年代中期～90年代，长期处于森林消

长失衡的状况，毁林开荒、毁草种地屡禁不止，以森林为依存的野生

动物被灾难性地捕杀，一些珍稀特有动物曾处于灭绝边缘。林下药材

资源长期以来过度采挖，数量减少。

艰苦奋斗在林业第一线的全县林业干部职工，以林业工作为己

任，与种种破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经历了“破坏——治理——再破

坏——再治理”的几个阶段，全县林业队伍及各族群众中涌现出了不

少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其中很多人受到省、国家表彰。

特别是在1998年秋以来，国家果断停止采伐长江上游天然林，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香格里拉县林业工作实现了以木材生产

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由毁林开荒向退耕还林(草)转变，由
· 1 。



香格里拉县林业志

部门办林业向全社会办林业转变，并顺利实现了森工企业的改革转产

工作，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扶持下，香格里拉县的林业资金投入大

幅增加，保障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长江防护林工程、

农村能源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加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

建设等几大工程，使香格里拉县林业建设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香

格里拉县从林业大县向林业强县、生态经济强县的发展打下了强有力

的基础。林业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香格里拉县由于地理气候环境，营林工作见效慢，难度大，生态

脆弱，要达到林业的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还需要我们一代乃

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们只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贯彻执行

2003年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以及省、州关于

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指示，从县情出发，以对香格里拉县子孙后代高

度负责的态度，从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出

发，正确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循环

经济战略，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的和谐社会。

《香格里拉县林业志》全面记述了香格里拉县历史以来的林业工

作情况，对功过成败均作了如实的记录，汇集了不少可供借鉴的资

料，林业工作者、各级干部及有识之士均值得认真一读，同时对我们

深入了解县情，进行各项经济社会建设也有着不可替代的资治价值。

2006年3月



序 二

序 二

香格里拉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学光

《香格里拉县林业志》终于问世了!我作为现任局长，了却了自

己的心愿。欣慰之余，感慨颇多。

这是香格里拉县林业史上第一本专业志，它收录了解放前后至

2005年有记载的围绕林业方面的重要资料，较为客观地、准确地反

映了香格里拉县林业的得失成败，它以“薄古厚今”的原则，特别重

在反映解放以来，党的三中全会及1998年全县停伐天然林以来的以

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工作。

县境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各级党和地方政府一如既往地十分

重视和关心香格里拉县林业事业的发展，至今已走过半个世纪的

历程。

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香格里拉

县的林业工作却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20世纪50之60年代林

业工作以保护资源为主，是封闭式的林业。70年代～90年代末，以

采伐经营为主，这一时期森林“四害”较为严重，治理和破坏经历了

若干个回合的较量，这一阶段也由于某些决策和政策的失误，导致香

格里拉县森林资源消大于长、消长失衡，出现了资源“透支”情况。

使全县森林覆盖率下降到了40％左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依法治林力度不断加大，县委、

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应举措，一是削减商品木材指标，二是加强了

林业队伍建设和林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实行林业建设多元化体制，
· 3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香格里拉县林业志

加快了林业建设步伐。

1998年夏秋之交，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停伐长江上游天然

林，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中林业建设是西部开发的重点，随

着中央《决定》的下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农村能源建设工程；长江防护林建设工程；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六大工程，形成了林业建设重点突出、整体推进的局面。林

业种苗、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的基础设施、人员配备成效显

著。其中种苗建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1个林工站达到国家合格站，

森防达到国家级标准。停伐天然林后，实现了“砍树人’’到“看树

人"的转变，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毁林开荒和毁

林放牧向退耕还林(草)转变；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向有偿使用森

林效益转变；林业管理从粗放型向科学型转变。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香格里拉县原始生态环境保存较为完好，

为发展生态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香格里拉县在坚持“保护

第一，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下，精心打造香格里拉品牌，确立了旅

游、生物、水资源为龙头的地方经济支柱产业。生态旅游从业人员达

到1．2万人，一个地方增收、农民致富的格局正在形成。

停伐天然林以来，国家及省、州、县均加大了对林业的投入，经

过七年治理，在全县务林人及广大各族群众努力下，界定了公益林，

完成了森林分类区划，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林地面积增加，活立木蓄

积总量上升，林分质量优化，正在实现中央提出的林业“生态、经

济、社会"三效益的提高，向林业跨越式发展，达到了“治理和破坏

的相持阶段"。

然而，香格里拉县的林业工作尚不能画上句号，我们离中央、

省、州和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甚远，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持阶段的

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我们的工作中尚有许多薄弱环节和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历史上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还存在不可低估的后遗症。在今后

的工作中，机遇和挑战并存，人口和环境资源的矛盾并存，经济利益
· 4 。



序 二

和生态利益的矛盾并存，香格里拉县林业战线任重道远。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鲜明地提出了树立

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

观香格里拉县50年的林业发展史，中央的论断及提出的指导方针是

完全正确的。

这部《林业志》是香格里拉县林业工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史料和资料工具，是林业工作实践的总结。是广

大务林人员认识、分析和研究解决林业问题的重要帮手。

我希望全县各级领导及全体务林人，通过《香格里拉县林业志》

的阅读，进一步认清全县林情，深入总结林业工作，从思想上真正明

确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坚持人才兴林、科技兴林。正确处

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人的全面发展。

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川秀美的香格里拉——这是不由我们选择

的承诺1

2006年3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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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香格里拉县林业志》以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香格里拉县林业工作，提供香格里拉县林情资料，

为各级领导发展香格里拉县林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专家及学者提供基础情

况以进行专门研究，为广大干部及基层林业工作者借鉴历史背景和成败经验而

开展编纂工作。

本志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用语力求准确、通俗而不失其

可读性、存史性。

一、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传统志结构，取章节式安排内容，并

取以图、表附于有关章节。

二、本志对历代政权、机构均用当时称谓，不加贬词。

三、本志对历史朝代年号按当时写法，并用括号注以公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县地名一律按县《地名志》为准，只对少数有讹误者作了修正。地

名一律按今称，旧地名作必要夹注。

五、本志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公制，历史资料中的计量单位保留习惯用法，

解放后用实际采用的公制。

六、本志主要记述县林业局管理范围的工作，其他部门管理范围但凡涉及

林业的重要情况也多有记录，请勿歧义分析。

七、本志引用资料一般不注出处，仅在本书后一并列出主要引用资

料，望谅。

八、本志所选用的重要文件，除错别字外不作更多改动，尽量维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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