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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地处赣中，境内西高东低，丘陵起伏，有广阔的郁闭林，
。。 荒山和稀疏林地，浙赣铁路自东向西，袁河从西至东，横贯市内I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地理，交通条件，均有利于发展林业生
^ 产。

’

议新余市林业志》以详今略古的指导思想，详尽地总结了近代

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建设的经验。它以丰富翔实的资

料，通畅流利的文字，认真的态度和鲜明的观点，真实地记录了新

余市林业曲折发展的事实，展示了其广阔发展的前景。～
‘

二 《新余市林业志》着重记述了本市森林资源从少到多，从山区

到丘陵，以发展用材林，巩固，改良，提高，发展经济林，扩大薪

炭林为主体的绿化建设，写出了新余市林业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在

林业科技方面，着重介绍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西大岗山实验局

的研究成果，记述了科技队伍壮大和林业科学技术普及的过程，以

“ 及对全市树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引进等情况。
、‘ 《新余市林业志》虽然在资料挖掘的深度和搜集范围的广度

上还有某些不足，但在目前还没有成书范例可作指南的情况下，
“

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林业专志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创新尝

试。它将是对新余市林业建设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贡献。
’

中共新余市委副书记孙奇珍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六Ft



林业，具有悠久的经营史，商周时代即设_山虞"，“林衡，，

管理林业。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林业也得到相应 。+

发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林业

的发展速度是不快的，经营水平是不高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林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成 ·

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保护，．植树造林、抚育管理、采

伐利用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林业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数以万计的木、竹和林副产品，而且在国土保安、卫生保健

等方面显示了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回顾37年林业生产实二

践，有成功经验的欢欣，也有失误教训的苦头。。新余市以实事求是

的精神编篡了本志r，是历史经验的总结，7生产实践的反馈，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

新余市地处南北植物区系的分界线上，自然资源丰富，有热带

植物区系的印度⋯马来西亚成分，也掺杂有暖温带植物区系的落 ，，

叶阔叶树成分：境内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 ·

沛，人民勤劳纯朴，有“天时、地利、入和"的发展林业生产的倪

越条件。建国以来，全市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在林业生产建设道路

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新的贡献。县改市后，成效尤为显

著。本林业志以朴素的文字，不虚美，不掩过，如实地描述新余市

112年的林业史，有助于当前生产建设的提高，并为后世留下科学
的借鉴。 ：

⋯
_r-+ ‘。

。

历史的经验诚可贵，但不应成为前进的负担。面对着全面进行

经济改革的新课题，要善于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

以开拓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为林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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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t‘ { ．。 j

一、本志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体例，力求做到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林业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

据。
． 。 ：． 。．

二、本志的体例为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

合，采用记、志，图，表，录等体蔽，以志为主。

三、本志记述年代上限为1873年，下限为1985年，共112年。本

志力求反映新余市林业的历史与现状，把记述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时

期，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的资料来源为t ·

1．新余市及江西省档案馆的文书档案J
． 2．有关图书馆的史籍文献资料，

3．新余市林业局及其下属场站的文件I

4．在新余市从事林业工作的老同志及林区老林农的回忆，所供

资料均经反复核实。

， 五、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行文中数字按虱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书写。 ，

；

六，本志涉及的机构名称，一般采用当时名称，如t县人民政

府，县人民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等。 ．

．

七、本志记述的重点放在市区(包括城区和诃区)，有些方面

的记述则不仅仅限于市区而包括了所辖县，根据“详市略县"的原

则，有所区别，以本志中所引用的数字为例，概述中的数字为全市

的数字I其他章节中引用的数字除标明“(其中分宜××X)"或

“(包括分宜县)’’外，均为市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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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前即已存在的现有树木，称为古树，在本市稀少但

相当价值的树木列入名木。 ，

、本志所载各类文艺作品和论文；为新余市作者在各级报刊

的以新余l百林业为题材的作品。
。

、本志共十一章五十四节和附录，节以下序码按一，(一)、

)、①之顺序记述。‘’’。
“

i

一，本志列有农垦事业一章，是因为自1958年以来，农垦事

理，行政上划归林业部门。



述

新余，三要吴宝鼎二尊建县，困境内主川系袁水中游简称渝

水，故名新渝，唐改为新喻，1953年改为新余。1960年由县升市，

l 963年仍改为县，1983年撤县复市，现辖分宜县和渝水区，是新兴

的工业城市。

新余市位于江西省中部，地处东径114。297'--'115。24。01∥，北纬

27‘33l～28。05，5l矿。东邻清江，新干，西靠宜吞，南连吉安、峡

江、安福，北接上高、高安。境内交通发达，浙赣铁路攒穿东西，

分文、’分铁、上新、新周铁路纵贯南北，境内公路通车里程达1 503

公里。内河连通赣江，航运可直通南昌，九江等地，’境内通航里程

110公里，乃赣中之交通枢纽。

。新余市位手九岭、武功山、峰顶山交接地带，西北、西南部为

丘陵低山，中东部为海拔50米左右的河谷平原。境内多为绵亘起伏

的低丘岗地，地势周高中低，西北高、东南低，南北丘陵向中部倾

斜，中间构起一线河谷平原。南西北三面多山。主要山脉有大岗

山、蒙山、九龙山。最高峰大岗LJI海拔1092米，蒙山自云峰海拔
f’

1004米。
’

一

●’

新余市土壤属长江中下游低山丘陵红壤、黄壤区。西北部土壤

以红壤、黄红壤为主，成土母质为碳酸盐类风化物，母岩是以石灰

岩为主的坡积物，中部土壤以红壤为主，主要成士母质为第四纪红

粘土，亦有碳酸盐类、紫红色砂岩、酸性结晶类风化物，东部袁河

平原以红壤、河川冲积土为主，主要成土母质为第四纪红粘土，河

流冲积物；南部土壤以黄红壤、红壤为主，亦有黄棕壤，黄壤，主

注：概述由胡秉兰、刘诨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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