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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济宁市第一部林业志，在中共济宁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市

林业局历届领导的重视下，经过局编纂办公室全体同志的

辛勤笔耕，各科站、公司的通力协助，历时7载，12易其

稿，终于付梓问世。这是济宁市林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值得庆贺。在此，谨向关心支持编志工作的各级领导、有

关方面和辛勤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

济宁气候温和，平原广阔，湖泊河流众多，‘名山峻岭

叠起。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林业，发动群众坚持

年年造林、育林、护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一系列加快

林业发展的重大决策、政策的出台，林业得到持续、快速

发展。平原，实现了农田林网化，达到了省和部颁绿化标

准，被林业部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山区，基本消

灭了宜林荒山。林业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日

渐显示出来，生态环境、自然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林业

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正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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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林业志

《济宁市林业志》遵照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记

述了济宁纵横兴衰的林业史，勾勒出了济宁林业的全貌，旨

在使读者较清楚地看到林业发展的轨迹，达到知往鉴今的

目的。本书的编写工作是在历史资料较少，尚无修志经验

的情况下进行的。编写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搜集了大量

的资料，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

部志书虽经多方努力，但仍难免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济宁市林业志》的出版问世，为推进我市林业改革和

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对于激励今人、启发

后代具有重大意义。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已将发展林业、

绿化祖国提到关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改革开放的高度，

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值此《济宁市林业志》出版之际，愿

从事和关心林业的志士同仁，抓住机遇，以史为鉴，以志

为镜，立志改革，勇于开拓，为绿化、美化济宁，早日实

现大地园林化做出新贡献。热诚欢迎国外有识之士和港澳

同胞、海外侨胞，来我市采取任何形式，共同开发林业。让

济宁这颗镶嵌在鲁西南的绿色明珠，大放光彩。

赛掣瓣嚣背蓑刘宪存济宁市林业局局长”w⋯。

1994年4月4日



凡 例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旨

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详今略古，编

纂重点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1978年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期，突出济宁林

业的特点和各专业特色。
。

二、断限：上限为1840年，各专业篇下限为1988年，

大事记、机构沿革适当顺延。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法，必

要时括号内加注中国历史纪年，如1912年(民国元年)。

三、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体例，采用述、记、表、

录等形式，配以图、照片。表格统一编排。以志为主，横

排门类，．以时为序，纵写史实。

四、卷首设概述、大事记，以后依次为林业资源、林

木种苗、调查设计、植树造林、果树生产、林场苗圃、林

木保护、林业科技、林业政策与法令、机构与职工、外事

活动等，末缀附录。重点突出植树造林、林场苗圃、果树

生产、林木保护。

五、所用资料均来源于有关档案馆、本局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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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济宁市林业志

室，口碑资料为有关知情人、当事人提供。其中数据除第

三章调查设计，采用林业资源清查及专业普查数据外，其

余均采用历年统计资料。

六、所涉区域为济宁市1988年行政区划范围，包括市

中、市郊、兖卅I、曲阜、泗水、邹县、微山、鱼台、金乡、

嘉祥、汶上11个县(市)区。梁山1990年划归本市，个

别典型事例有所体现。地名建置机构等名称，一般使用当

时之全称或简称，如：“湖西专员公署’’。

七、济宁市古树较多，仅记1982年林木良种普查所收

集的树龄在100年以上者；所用技术术语、名词、名称均

为习惯用法，力求科学，必要时加注；度量衡采用《计量

法》。资料的引用，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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