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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编志乃国家盛世之举。正当全国各地都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编修新的地方志的时

候，四川省彭县林业局开始了《彰粤；沐业局志》的编撰：工=作。彭县地处天府之国的心腹——

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形复杂，土唆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长期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彭县人民利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

发展了林业生产，为我印培育了大片茂密的森林，积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有益
的教训，将它付梓志之，以传千秋，是我们这辈入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工作。

这一编志工f{=臼始至终是在林业局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彭县县志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边

行的。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先后走访了有关盟缒、有爻人员，取得了有关我局及全县林业面

貌的大量资料；尔后又前往省、她林业部门及省、县档案馆查阅了解放前后有关彭县森林状

况的历史资料·为了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凡对史实有可疑之处，我们都反复查证，去伪存真方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按照“详今略古，详近路远，立足当代”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隶
笔直书”的精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汪唯物主义的观点，写成了初稿。初稿完成时，通

过全局同志特别是熟悉情况的同志反复斟酌，予以修改．又请县志编辑委员会副主汪周理碍，
审阅后，才最后定稿。整个工作从1981年lo月起，至I 983年6月止，历时一年有余。

全志共分四篇十六章·第～篇概述林业局及其生产条件；第；篇记载我县林业组织祝构

的建置沿革；第三篇记叙全县桥业生产建设；第四篇选载了一些值得记录的事项。但是，出

于史料有限，各篇所及如管中窥豹，仅见一斑；特别是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

事林业建设的业绩，更是一挂漏万，远不错反映其全貌。殊所遗憾。在林业生产建设篇中，

对某些单位或个人因违反林业政策而受处分渚事作了指名道姓的记叙，其目的在于餍这毡事

实衬托我们党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并无对该单位或个人有诽谤、贬斥之意，特此申明．

本志资料采集人有丁备康、罗泽良、赵兴诗，并由丁寺康执笔编写．志中照片为彭县照

相馆周玉麟拍摄·我们力图使《彭县林业局志劳成为一部小百科全书，让它具有较强的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l三l期全县的林业工作者特别是后来的林业工作者能从中吸取教益，鉴

古明今，从而在林业生产上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然而，f}!于我们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都很

低，写涫琵力极其有限，这一目的难于达到．加之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重，时间短，人

力少，经验缺，谬误之处更是在所难免，尚待后续者大力订正和拾遗．在此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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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各篇章以事件为主体一般按时问先后竖写，个别择其轻重而

有倒叙。其时I口--]下限为1982年底，上限因资料所限，难于划一，．

一般断在民国初年，其余尽可能向上延伸。

二、因彭县人民政权始建于1950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稍晚，

故本志概以“解放前” “解放后”表述人民政权建立前后的时

限。

三、本志历史纪午一律采用当代纪年，凡解放前的纪年均括注公元纪

年。

四、本志所用专业术语均直用各历史时期的用语，不再下定义，不再

以现今用语相对照。 ．．

五、本志所用地名、组织机构名均直呼当时名貅，一般不括注今名。

六、本志所用度量衡单位，一般为公制，’为依从习惯、便于理解，个

另Ij也用市制。

七、本志文中凡引古典文献皆录其原文，不另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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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县林业局志

第一篇 概 述

第一章林业史和林业局

第一节 彭县林业史略

森林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它不仅能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大量的木材和林副产

品，而且还发挥着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堤岸、调节气候、改良地力、净化

空气．美化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稳定农业丰收的巨大作用．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长远的事业．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的标志，是

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建设，而发达的林业无可非议地将成为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加速发展现代农业的必

不可少的条件．

彭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山有坝，发展林业生产的潜力很大。纵观我县林业的发展，

其历程灿烂而曲折。解放前，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后山大片原始森林无人过问，让其自生自

灭，前山绝大部份林地为地主霸占，只有掠夺式的砍伐，而无合理的经营管理，荒山残林比

比皆是，林分质量日趋下降，林业发展濒予绝境．历代统治者虽制订过一些林业法规．如周

时对“不栽树者，死后不给棺材”，清时对毁林者‘穷人损一株，罚栽两株，富人罚钱十文’，

民国时鼓励领荒造林并颁布《强制造林办法》等等，但因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一切法规难以

付诸实施，成为一纸空文。社会上一些仁人志士虽多呼吁政府要“广造森林，培养水源，造福

于民众，"然统治者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一些破坏森林的罪犯更买通官府，逍遥于法外，

致使林业生产难于正常开展。尽管如此，我们的先辈——世世代代的劳动者通过精心爱护、辛

勤培育，仍给我们仓q造了一笔巨大的森林财富：迄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我县尚有森林

面积16．7万亩(地类不详)，林木蓄积890万立方米。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林业。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了一系列保护森林、

发展林业生产的方针政策，教育人民树立“护林光荣，毁林可耻一的风尚，先后建立了各级

林业机构，编制了专业人员，从恩想上、组织上保证了林业的发展．解放初期，将应该收归

国有的大森林均登记造册，收归国有，并由国家进行勘察设计，制订了相应的施业案。在土地

改革中，又将地主，富农占有的山林二万多亩分给广大农民自己经营．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

以后，为鼓厢群众造林，对社队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扶持，或无偿提供种苗，或给以现金、粮食

补助。与此同时．对破坏森林的罪犯和玩忽职守的国家工作人员，严厉地给以应得的惩处。

这一切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爱林、护林、造林的积极性，迄今仅新造成功的人工林就达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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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亩，使解放前夕濒予绝境的林业生产逐渐踏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由予国家建设的飞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对木材和各种林副产品的需要量越来

越犬。县委、县改府按照国民经济有计鲻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采取必要措施，

满足了各方面对木材日益增长的需要。195 1年为修筑成渝铁路提供各种枕木3000余件；为新

开官渠埝的水闸工程提供用材4000余立方米；为大小煤窑每年提供坑木5000立方米以上。相

应地对木材收购量也有所增加：1950～1955年闻，收购木材仅6000余立方米，而1956年一年就

近10000立方米。这一切均处于正常状态。以后，由于左的干扰和人们对森林的认识不足，一度

造成对森林的过度采伐．特别在“大跃进黟中，为“大办公共食堂’’“保证钢铁元帅升帐"，

两年左右砍伐木材约20万立方米，耗费森林蓄积30多万立方米。 “文化大革命"中，又因无

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乱砍滥伐，偷砍盗伐，猖獗一时，又损失数以10万立方米计的蓄积量。

1958年和1974年还先后对后山三岔河、银厂沟水源涵养林区进行主伐，采伐面积超过万亩．

造成一定的生态恶果．

这期间，植树造林多摘“大兵团矽作战，不注意栽植质量，忽视了适地适时适树的原贝4，

加上栽后管理不善，成活率一般很低。总计造林面积虽多，保存面积却很少，有的还连年徘

徊在原地，反复重造。这样一来，不仅现有森林资源日渐减少，而且后备资源亦严重不足，形

成了一个极不合理的龄组结构。至1980年查得各类林地(不包括无林地)共有56。1万亩、四

旁零星树]240万株，活立木总蓄积96万立方米，森林复被率22．3％．比之1 943年，林地面积

虽有增加，但蓄积量却大瞩度减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委犬胜利，特别

是党的十二大以后，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给林业的

振兴开辟了无曼的前途。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戳(试行)》的颁布和全民义务植树的

开展．以及多种形式的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健全，一分林业大发展的高潮已经来临。《森林

法》规定了林业建设的方针是“以营林为基础、造管并举、造多于伐、采育结合、综合利雁。力

从而引起了全县各级领导对植树造林工作的高度盈视，认识到在我县必须把森林f；|{j培育作为

林业建设的基础，只有把森林的采伐利用设在森林培育这个基础之上，才能青【U常在、永续利

用。为此，山丘各公社按政策把集体山林划给社员管理．长期不变。这就进一步调动了10丘

社员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强了爱护好山林的责任感，涌现出了众多的林业专业户．。当

前各公社划给社员的责任山有l 4．4万余亩，增划的自留山有2。1万余亩，加上原有的自留山共

有近4万亩。县政府还为13．4万余户个人所有的山林及树木发放了林权证，做到了林有主．

主有权，权有证。与此同时，各公社对“四旁一和现有宜林荒山荒地正在进行踏实的规划，

力争在短时期内把一切可能植树的地方植起树来，决心创造一个“无山不绿，有水皆清’’的

美好环境。鄢时，茂密的森林将是彭县人民热爱林业的绿色纪念碑．

第二节林业局及其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彭县没有专门的林业机构，没有专人管理林业工作．建国后，

除六十年代初短期建立过林业局外，林业工作一般都合并在农业机构之中，直到1974年才正

式独立建硒．机构亦日趋完善．



1982年底林业局的组织视构如下图所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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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林业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四人(其中一人编木材公司)；办公室主任一人，副

主任一人；造林股和林政股分别设股长一人；财会室由办公室主任兼管；木材公司设经理一

人(副局长兼)，副经理二人l林场没场长一人，副场长一人；苗圃设圃长一人；林业站设站

长一人(副局长兼)，副站长二人；检查站设站长一人；采育场设场长一人(副局长兼)，

副场长一人。

1933年底林业局本部有干部31人。其r扣女5人’其中党员15人；其中高等学校毕业生

3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15人；其中20--'-,29岁2人，30"--,39岁6人，40-',-,49岁16人，50一59

岁7人，平均年龄43．5岁。

彭县林业局是在中匿共产觉彭县委员会稻彭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行政业务部门，是县委、

县政府的林业技术参谋。它在行政上直属县政府，在业务上受强汪地区林业局幕：四川省林业

厅的指导。它的职能是：@j宣传贯彻党帮改府的林业方针致策，听取并向上反映群众的有关

意见帮要求；③接受上级杌关下达的林业生产任务稻工作安排；③分配公社和直属单位的林

业生产指标并协助其完成任务；④行政上领导直属单位并派员担任其行政技术工作；⑤业务

上指导公社林业员并考核其业务实绩；⑥验收林业生产成果，表彰林业先进单位和个人；⑦

管理木材采伐、运输、购销和监督术材市场；⑧维织征收育林基金，发放林监补助费；⑨开震

林业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林业技术，普及林业科学知识，举办林业技术培训；⑩调拨林爿i种子，

开展收购和销售种子业务；⑩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林权纠纷及森林案件。

第二章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第一节 自然条件

一、地形地势：

彭县地处娥{“ilj燕的凡顶山南麓与成都乎原西缘之问，地形地势复杂多}誊。蜕内前，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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