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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盛世修志，是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编纂具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

特色的新方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是总结经验，服

务当代，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 、

永平古称博南，自东汉立县至今，已有1 920多年的建置沿革史。在明朝

末期，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滇游日记》中，就曾对境内的山林作了

“松株独茂、弥山蔽谷、更无他木”的评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县内

丰富的森林资源，不仅起着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减轻旱、涝、洪

灾害等方面的作用，而且成为全县各族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新中

国成立以前，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县内没有设置专门的林业机构。森林资

源的采伐和利用，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对林

业工作极为重视，把发展林业，保护森林和改善生态环境列入一项基本国策。

1975年，再次建立永平县林业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面开展林业

事业工作，结束了林业工作分散经营管理的局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建设

规模的日益扩大，县内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木材生产除满足县内城乡

建设用材和人民生产、生活用材之外，每年都源源不断地为省州内外市场提供

大量的商品木材和林副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林业上交利税

一度时期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

影响下，党和国家的林业政策未能正确地贯彻实施。少数领导和部份群众产生

了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看长远的思想倾向。部分地区大片森林被掠夺性的

采伐，导致县内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的破坏。部分地区林地裸露，水上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引起了生态性的灾难。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中央拨乱反正，对林业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国人大先后颁布了《森

林法》、《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确定了植树节，为开创林业建设新

局面指明了方向。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加强了对林业工作的领导，把林业

的发展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结合永平的实际，制定了林业发展目标及加速

发展林业的相关政策及措施。使永平的林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造林面

积和蓄积量双增长的可喜局面。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新编《永平县林业志》，是一部全面反映永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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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工作的专业志书。该志编纂工作，从1987年开始至1993年脱稿，历时6

个春秋。其间，经历了林业局3届领导的努力和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得到县

志办公室的指导及有关单位的通力协作，曾经六改篇目，五易其稿，编纂出这

部，20余万字的志书。它的印刷出版，将填补永平无林业专志的空白，有效地

发挥地方志书教育、·资政、存史的功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强，民族富裕，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坚信，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只要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林业意识，进一步深化林业

改革，坚持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林业的方针。永平县的林业工作必将沿

着健康发展的轨道，为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向小康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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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永平县林业志》编纂工作，在县志办、州林业局志办的指导下，在局总

支、局行政领导的关怀重视下，经局志办编纂人员的努力和全局职工的积极配

合，从1987年起，历时6年，完成了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的文化系统工程。

水平县林业志的编纂，是永平县林业建设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为完成此项

工程，局领导多次召开办公会议，专门研究林业志编纂工作。组建了林业志编

纂领导小组，建立编纂办公室，抽调和聘请编写人员，集中主要技术力量，开

展编写日常工作。编纂人员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开展工

作。在编纂过程中，翻阅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记述史实的手法，详今略古，去

伪存真，坚持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整个编纂工作指导思想

明确，章节目设置合理，五次易稿，经艰苦努力，终于编纂成稿。

《永平县林业志》内容翔实，文字流畅，简洁真实地记述了永平林业发展

的过程，历经多次起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对加速水平林

业发展起着存史资治的积极作用。

《永平县林业志》的编纂，再现了永平林业历史发展过程，集中反映了林

业科技开发，林木良种引进，林果基地建设，工程林的营造，泥石流洪灾的治

理，节柴改灶、改窑烧煤，木材加工，限额采伐管理，综合利用，护林防火，

依法治林，维护林区治安，飞播造林，科技培训，试验示范和县内“10811’’绿

色工程的实施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这是中共永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乡、村各

级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林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长期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的结果。多年来，全县各族人民为自身的生存发展，在切实保护

好大面积用材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护堤护路林、特种用途林的同时，

又选准项目继续前进，大力发展以核桃为龙头的核桃、白木瓜、花椒、柑桔、

油桐、板栗等经济林木，大办绿色企业，为脱贫致富，兴林富县奔小康打下良

好基础，这些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它、巩固它、发展它。

永平林业发展史一再表明，人们如果一旦违背林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指

导思想上出现失误，管理上措施不力，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及任意变更

所有制等等，都会使林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一条值得后人吸取的教

训。林业志以真实的史实，向人们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规律。水平林业志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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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值得庆贺。为此，谨向林业志办公室同志们以及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工

作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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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永平县林业志》编纂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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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的要求，实事

求是地记述永平林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写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有机结

合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一般起自民国元年(1912年)，下限一般断至1990

年。特殊部类酌情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按照林业生产门类，力求做到分类科学、排列得当，以类系事，横排纵述。

全志分概述、大事记、志(专章)、附录4大部分。志(专章)设章、节、目3个主要层

次。采用以志(专章)为主，志、记、传、图、表、录、述、照片并用的综合体裁。全

志共设10章、41节、104目。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除摘录的历史资料外，一律不用文言语法。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资料民国以前的部分多来自历代史志。现代部分主要来自永平县档案馆和

本局档案资料。各种统计数据以永平县统计局统计数据为主，本局所存统计数据为辅。

六、全县土地总面积本志采用统计部门认可的2 884平方公里。森林资源调查、林业

用地规划，按照1988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进行测算。

七、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略”部分不为在世人物立传。选择人物主要

视其业绩和影响，适当兼顾其代表性。人物的排列，以生年为序。

八、本志人物题名，党内职务列入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分支书记I行政职务列入

局长、副局长、及局属科(股)、所、场、站、公司正副职；专业技术职务列入具有助理

工程师以上职称人员；先进模范人物列入受州级以上正式表彰者。

九、本志人物称谓，一般直呼其名，不加任何褒贬之词。有职务职称者，首次出现

时，可加带称呼，之后仍直呼其名。民族和地名称谓，按国家法定名称书写。

十、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先用汉字记年．再括注对应的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必要时括注对应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使用公元纪年。凡

公元纪年，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一、本志中，专用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之后用简称。例如“中国共产党永平

县委员会”，简称为“永平县委”或“县委”；“永平县人民政府”，简称为“县人民政

府”或“县政府”等。

十二、本志数字用法，按照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家单位联

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标点符号用法，按照1990年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使用；计量单位采

用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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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永平县位于云南省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部，地跨东经99。17’～99。567，北纬25。03’～

25。45’之间。东邻漾濞县和巍山县，南接昌宁县，西至澜沧江心与保山分治，北与云龙县

山水相连。东西最大横距64公里，南北最大纵距77公里。县人民政府驻老街镇，是永

平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距省会昆明市498公里，距州府驻地大理市99公里，西

距保山专署驻地保山市99公里。全县土地面积2 884平方公里。其中，高山面积占8．1％，

一般山地面积占85．7％，河谷、缓坡、坝区面积占6．2％。1990年全县总人口15．822万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4．86人。

永平县地处云岭山脉分支博南山和云台山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主要山系为

云岭山系，博南山和云台山从麦庄坡梁子开始分支，博南山向南经大平坦、卓潘、花桥、

东庄、抱龙、盘龙、松坡、狮子窝、金河到澜沧江边。云台山向东经菜子地梁子、铁丝

窝梁子、大光山、万宝山、黄草坝梁子、安吉、羊街直至与昌宁县交界。云台山、博南

山、宝台山构成了永平县的三大水源林区，是永平县三大生态屏障。昆畹公路自东向西

横穿县境，银江河由北向南纵贯，流入澜沧江。银江河之东、顺濞河之西是云台山，银

江河之西、澜沧江之东是博南山，天然形成了三河夹两山，高山，河谷、坝子纵横交错

的独特地形。地质构造为张扭褶皱型，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地层均有分布，以中生

代最为发育。云台山较高，其主要山峰有三木见梁子、达木山，十山神山、牛合塘梁子，

光头山、大光山、龙安梁子、大板桥梁子、厦马山、达摩山、丁家山等。博南山从达木

山分出，其主要山峰有大尖山、插旗堆子、叮a当山、木莲花山、黑山门山等。境内最高点

为青神龙山，海拔2933米，最低点为鱼坝平坦，海拔1130米。境内山高水险，地形复

杂，素称滇西要冲，军事重地。

永平县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15．8。C，最高气温33．2‘C，最低气温

一4．CC，年霜期115天，年日照约2 045．5／b时，年均降雨量1 033毫米，年均风速1．7米

／秒，风向多为南风和西南风。由于地势起伏，海拔悬殊，地形的垂直分布，形成立体气

候，有“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的说法。冬春少雨，夏秋雨多，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对林木生长十分有利。

县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有7种土壤类型，以紫色土为最多，占土地面积的52．4％，

红壤土次之，占26．57％，其它黄棕壤、水稻土、冲积土、石灰(岩)土都有分布i在广

阔的土地上，均可种植粮、烟、林、经济作物和山货药材及发展畜牧业等。境内河流径

流量lo．03亿立方米，地下水总量3．1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13．962万千瓦。有金、

铜、铁、钴、煤、高岭土等矿产资源。气势磅礴的山峦，林海茫茫，蕴藏着丰富的森林

资源。由于森林茂密，有金钱豹、金丝猴、马鹿、山驴、黑熊、岩羊、獐子、麂子、穿

1



山甲、孔雀、凤凰鸡、锦鸡等珍禽异兽。有分布广品种较多的药用植物，有品种繁多和

传统出口的蘑菇、箐鸡±从等食用菌。县境内金光寺自然保护区是天然的动物园、植物园，

保护区内种子植物达134科443属911种，其中有闻名中外的滇藏木兰、大树红花杜鹃、

云南山茶等奇花异木和珍禽异兽，该区以其原始、林相整齐、古老、神奇，自然景光秀

丽，物种资源丰富，面积辽阔、状观而闻名于世，是云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县内丰富

的森林资源，自古以来就起着保持水土，减轻旱、涝、洪灾害，促进农牧业生产的作用，

每年为社会提供大量的林副产品，保障着世世代代各族人民的繁荣与发展，为国家作出

了贡献。·

永平县森林资源丰富，是云南省的重点林区县之一。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初期，全县森林处于封闭未开发状态，博南山、宝台山、云台山等林区茫茫一片林

海，有一个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1964年，全县有林地面积125．82万亩，无林地面积

154．4万亩，森林覆盖率24．8％，活立木总蓄积量l 423．4万立方米。1965年后，随着国

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对木材的需要量增大，省属森工企业在县内的建立，加上一

些山区林区毁林开荒、毁林搞副业和山林火灾等对森林的破坏，全县森林资源急剧下降。

到1974年，全县有林地面积下降为109．01万亩，比1964年下降16．8l万亩，无林地面

积增至170．44万亩，比1964年增16．04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下降为960．66万立方米，

比1964年下降462．74万立方米。1979年，全县森林资源继续下降，活立木总蓄积量下降

为899．59万立方米，比1974年下降62．07万立方米，比1964年下降524．81万立方米。

为不断增加森林资源，加速荒山造林绿化，从1951年起，县、乡、村各级领导。根

据中央和省、州各个时期林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和

四旁植树活动。1951～1990年，全县人工造林面积121．72万亩，四旁植树1 469．41万株；

1990"--"1992年，飞机播种造林面积42．53万亩，其中有效宜播面积35．6l万亩。由于较

长时期内，在林业建设上执行以原木生产为中心，重砍轻造，采育失调，造林成活率低，

保存率更低的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业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依法确定了山权林

权，推行了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林区木材退出统购派购，木材进入商品

流通领域。在改革过程中，林业建设坚持以营林为基础，用材林经济林并重，优先发展

经济林，把粮、烟、林列为各级党委、政府的战略重点。1980"--"1992年，全县组织实施

了华山松工程林的营造，．飞播、蓝桉、泡核桃、白木瓜、花椒、华山松、油桐、柑桔、上

海水蜜桃等的种植均有突破性的进展。1991年组织实施中共永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

的“1081l”绿色工程，即营造蓝桉10万亩，泡核桃8万亩、白木瓜1万亩、花椒1万

亩。并制定了森林采伐限额全额管理，“一个窗口对外”“一本帐”制度。地方财政增加

了对林业的投入，实行政府行政领导目标责任制，县、乡、村层层签定承包合同，一级

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强化了管护，强化了科技服务，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各种经济果木

林基地建设得到迅速发展，林业科学技术得到推广和应用，造林成活率一般提高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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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到1989年，全县有林地面积上升到169．93万亩，比1964年增加4 4．11万亩；无

林地79．37万亩，比1964年减少75．03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1 185．12万立方米，虽达

不到1964年的蓄积量．但比1974年、1979年有回升I森林覆盖率达40．5％，全县林业

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森林保护历来是林业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50年代开始，县、乡、村各级领导

认真开展护林防火宣传教育，贯彻中央、省、州有关护林防火规定条例，取得一定成效。

由于县内广大山区林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在较长时期内，农业生产上执行单一

经营，“以粮为纲”，所以毁林开荒，刀耕火种，乱砍滥伐等落后生产方式短时期得不到

改变，森林火灾较为严重，时起时伏，屡禁不止。
’

据统计，从1953--一1990年．全县发生大小森林火灾3 845次，年均101次，受灾面积

245．06万亩，一度时期成为全国、全省森林火灾严重地区之一。加上以柴为主的砖瓦窑

的兴起，乱砍滥伐，盲目采伐，过量采伐，使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地区，由于

森林植被减少，引起水土流失，水库坝塘淤积，河床增高，洪旱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

化，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如1985年银江河上游因乱砍滥伐严

重，导致特大洪灾，造成冲田、毁桥、倒房、断路。1986年杉阳倒流河因上游毁林严重，

导致大量水土流失，杉阳坝子泛滥成灾。山崩、滑坡、泥石流增多，河水暴涨周期缩短，

灾害程度逐年加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中共永平县委、县’

人民政府在指导山区生产上，提出了“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指导方针，调

减了山区林区合同粮负担，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并从物资上、资

金上、技术上多方支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山区农业生产开始从粗放经营向提高单产，

科学种田种地方面转化。加上林业政策稳定，调动了群众护林的积极性，毁林开荒，刀

耕火种，基本得到制止。在森林防火上，加强了组织机构建设，建成了县、乡、村护林

防火网。州、县财政对护林防火增加了投入．了望台、防火线、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

防火设施有了加强。推行各级领导护林防火目标责任制，强化防火措施。全县森林火灾

逐年下降。1984年、1990年两次受到云南省人民政府的表彰，并授予永平县护林防火指

挥部为“全省保护森林先进单位”称号。

为制止乱砍滥伐对森林的破坏，进入80年代，县林业主管部门，先后组建了林政管

理机构和县、乡林业公安系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认真查处在木

材生产、流通领域的违法案件，保护森林进入了以法治林的新时期。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在永平县起步较晚。1980年在省、州有关部门帮助下，永平

进行了森林病虫害普查。1986年杉阳阿海寨清水塘和老街甸板村发生松毛虫危害，在州

森防办支持帮助下进行了防治。1988年永国寺自然保护区大洋山点国有林华山松球蚜危

害新造幼林，进行了防治。1992年，县林业局设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专司其职。由于

资金、人员不足，县内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还较薄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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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镇薪柴消耗和砖瓦窑烧柴是县内消耗森林赘源的大头，约占森林总消耗量

的一半左右，节柴改灶改窑，提倡烧煤成为县内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一工

作80年代初逐步开展起来，县成立了节柴改灶领导小组，后又建立了节能办公室，通过

召开各种会议，作决定，发文件，请师傅，培训改灶改窑技术人员，组织检查、督促等

措施，使全县节柴改灶改窑工作初见成效。至1991年，全县已改灶烧煤9 018户，改窑烧

煤砖瓦窑128个，大大减少了森林资源的消耗，曾获大理州节柴改灶三等奖。

森林保护是一项长期性、社会性的工作，要扭转目前森林资源消大于长，达到消长

持平或长大于消，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经过几经反复治理整顿，强化森林保护措施，

森林保护逐步纳入了法制轨道，为今后林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进行森林保护，必须

深入持久地采取综合措施。除了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速荒山绿化外，大幅度降低农村

城镇能源对森林资源的消耗，仍然是现在和将来实现森林资源持续增长必须解决的重大

战略措施。

四

开发和利用森林资源，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群众对林产品的需要，是林业建设

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很长时期，县内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交

通闭塞，建设规模不大等，森林资源主要用于各族人民为保障农牧业生产和生活用材和

薪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对木材和林副产品的

需要量急剧增加。1956年成立了永平木材购销站，在县内开始有计划地生产、收购和供

应、上调木材，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1965年以后，云南省林业厅

在永平组建了云台山林业局和漾江林业局四林场，在县内北斗、龙街、龙门三大林区进

行大规模的木材采伐，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但却使永平森林资源的过

量消耗，影响了生态的平衡。从1958,---,1990年，全县木材采伐总量(包括省属森工企业

在县内采伐数)191．12万立方米；年均采伐5．79万立方米。修建林区公路463．15公里，

为改善山区林区交通，促进林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永平木材公司(含木

材购销站)1956,'--1990年完成上调、供应木材49．29万立方米，t966 1990年交税金

696．91万元，实现利润892．48万元。木材退出统购以后，集体林区由集体和林农自主经

营，木材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林农的木材销售收入成倍增加，但也造成成过熟林、近熟

林大量被砍伐，连中幼林也开始被采伐，使云南松树龄结构发生了变化，林木资源逐年

减少。大面积的云南松成过熟林、近熟林转化为采伐迹地和中幼林。近几年来，经济林

木和林副产品的开发利用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进入80年代，县内先后开始了蓝桉、泡

核桃、白木瓜、花椒、华山松、柑桔、油桐等基地和工程林的建设，1990年核桃生产量

达到206．61万公斤，其中泡核桃108．51万公斤。油桐籽产量4．22万公斤，水果258．14

万公斤。白木瓜、花椒、柑桔等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为繁荣山区经济打下了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永平林业逐步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由单一经营转向多

林种、多树种、速生、丰产高效的经营，由单一的卖木头转向木制家俱、精加工，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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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木材力D-r_厂、木器家具厂、桐油厂、花椒油加工厂、白木瓜瓶酒厂等，森林资源

的开发正进入综合利用、协调发展的新时期。

40多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和广大林业职工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木材和林副产品，发展

了交通，积累了资金，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要继续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特别是把培

育云南松第二代森林作为森林资源保护的战略重点，长期坚持，使第二代云南松森林向

优质、高产转变。

五

永平县的山林所有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清朝和民国时期，多数山林为地主阶级

所占有，少数为一村一庄作为柴山的公山和学校、寺庙所占有。1953年土地改革时，将

地主阶级占有的山林按政策进行没收，除一部分划为国家所有外，一部分划归农民私人

所有，一部分仍为村有。1956年，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民的私有山林和村庄公有山林

一律入社，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成为集体山林。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原农业

合作社集体所有山林都为人民公社所有。由于在山林所有制上一平二调，在“大办钢铁

铜”和“大办食堂”时，不尊重山林所有权，对一些地区的森林乱砍滥伐，挫伤了群众

的积极性。1961,---,1962年，在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时，按照当时中央政策规定，对山

林所有权进行了调整，当时全县确定国有山林面积32．38万亩，占16．13％，集体山林面

积167．62万亩，占83．87％。并将集体山林固定到大队、生产队管理使用。随后，一些

公社行政管理体制几经调整，而每次调整体制时，对山林权又没有彻底划清，加上过去

对山林的平调，引发了许多山林权纠纷。经过1981年全县林业“三定”(稳定山林权、划

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下同)，全县确定国有山林面积18．32万亩，’占4．4％，

集体山林面积400．13万亩，占95．6％。结合林业“三定”和划分“两山”政策(划分自

留山，落实责任山下同)，解决了长期遗留下来的山林权纠纷544起，填发了山林权证

1 246份。1983年全县划分落实“两山”时，划定自留山面积103．85万亩，落实集体责

任山面积158．54万亩。“两山”划定后，明确规定：自留山所有权不变，划给群众绿化

造林，发展经济果木，谁造谁有，产品由营造者支配。责任山在坚持所有权、采伐权、林

木产品出售权归集体的原则下，承包给私人管护，收益分成或固定补贴。解决了长期以

来困扰林业发展的权属不清、界线不明，权、责、利脱节的状况。

山林所有制的多次变动，直接影响着林业的兴衰。进入80年代以来，虽然按照中央

政策，深化改革，林业政策基本稳定．为进一步促进林业建设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

在经营管理上，如何进一步完善，还需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L
／、

随着林业工作的不断发展，林业机构不断建立和健全，工作条件不断改善，职工队

伍不断扩大。1956年，建立永平县林业工作站，时有职工7人。到1994年，经过近40

年的发展变化，林业系统建立了林业局，下设办公室、县林业站、县苗圃、县经济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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