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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调林业局工作，前任组建的林业志编写组汇报工作，了解
～

’

，

到《醴陵林业志》是醴陵有史以来第一部叙述林业的专志，从1986年9月+
，

，
●

开始搜集资料，着手试写，集体审查，，反复修改，历时3年多，1989年底
-

‘

完成第三稿。全稿分8章28节，综述了醴陵从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
、

’

‘

国成立37年来这段时期林业生产的兴衰起伏和演变过程；发展林业生产
’

、

，

的优越自然条件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林业生产中所作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

就；从正反两个方面，用事实说明了林业生产应注意因地制宜，讲求经

济效益，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尊重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记述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

，

林业志凝聚着编写组全体同志的心血。搜集资料，核对史实，运用

、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追根溯源，’详今
、

略古的原则，反映了醴陵林业的历史成就与失误，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

特色，内容较为完备，结构较为紧凑，文字也较精练。我这个过去没有

专门从事过林业工作的人阅后不但看到了醴陵林业的全貌，而且从中得

到了许多教益，增强了对搞好林业工作的信心，实是林业工作者一部很
●

’

好的工具书．希望关心林业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林业工作者，林业科技
．

、

人员都能从这部志书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发展醴陵林业生产，振兴醴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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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经济作出贡献．

这部志书的问世，除编写人员的努力外，还得到全局干部、职工和

有关单位的热情关怀支持，以及很多林业专家学者的大力帮助，在此，

诺代表醴陵市林业局向这些单位与个人致以深深的感谢!．i：．。

．，|?

匡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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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唯物辩
，

，

证法和唯物史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市林业方面的
’’ ’

． ，

历史和现状．r。： ，

·
- 。、‘／

‘ ‘

’

，

‘二，本志篇目，按照膏以类系事，事以类从嚣的原则，’．分概述·大
．

‘

’ 。

，
，

事记，森林资源，营林，森林保护、‘．木竹经营，油茶，林场，科技教

育，。机构队伍及附录锇 ．’：

三、本志体裁，，．由序，记、志、图、表、录组成。以文字为主，横

排竖写，图表穿插其中，有林业专用名词、术语，简称等． ．

‘

。

，

，

四，本志文体一律用现代汉语。大事记采用条目式编年体。．公历纪
／

。年(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农历和清

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历代王朝和民国纪年先写朝代年号，加注公历

纪年，1949年8月以后通用公历纪年．
’

，五、本志无统一上限，叙事溯源，详今略古，下限为1986年底。

六、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物质重量用公斤，万公斤；面积用亩，

万亩，平方公里，平方米；体积用立方米；长度、高度用米、厘米；栽

。植密度用市尺，．市寸；气温为摄氏度用。℃”；雨量用毫米；热量用千
一

卡；．土壤酸碱度)罚PII值；速效养分含量)羁ppm(百万分之一)；资金

一
。 二3一

’



用元、万元．
，

。

，

+七：本志资源数据采用1982年林业区划和1986年森林资源清查资

料，其他资料和数据来自政府档案，部门文书，史志文献，以及口碑

资料，·来源庀泛，数量庞杂，但使用时均经过反复鉴别，。筛选，’，去伪存
●

● ，

真，，去粗取精，力求资料真实可靠，、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全

县统计数据均包括了划给株洲的部分，1950年以后的全县统计数据则不

包括划给株洲的部分。” ．
。，

“’

。 t。。 ，

‘
’

， ●
“

，

。‘，九：本志对于在林业建设方面的有功人员采用因事系人，．：不虏立

传． 、．

，

， 。．J‘ ‘．

。‘t十：本志附录，’收录正文无法反映出来的重要资料，以补不足。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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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 ／

，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边界，与江西省萍乡市接壤。东西最宽处58．51

公里，南北最长处C6．75公里，总面积2157．2平方公里，折合3235805亩．地

处罗霄山支脉武功山与九岭山，有山地1919606亩，其中林业用地1911980

亩．境内盘踞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峰81座．北部有海拔800米以上的箭杆

山、纱帽尖，鹿角尖，和海拔500--,-,800米的赵公山、樟仙岭等山峰；西南

部有境内最高海拔859．6米的明月峰(高峰)，和海拔近800米的天华

台、军山等山峰；加上这些山峰的外围还分布着一批海拔300,---500米的

低山．醴陵的地势是北部与西南隆起，双向向中部腹地呈四级阶梯倾斜，

由东向西递降．地貌组合以山丘为主，山地占28．8％，丘陵占27．1％，

岗地占22．7％，平原占16．4％j水域占5％，故醴陵古称。山国劳，宜林

面积大，1986年林业用地1911980亩，占总面积的59．1％，人平2．19亩．

红壤是醴陵地带性土壤，林业用地中，绝大部份是板页岩、花岗

岩、砂岩和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而成的红壤，和由红壤过渡到黄壤的黄

红壤、及少量黄壤．这些土壤一般均分化比较彻底，土层深厚，物理

性状与养分状况均好，呈酸性，较肥沃，适宜于多种林木生长．醴陵

东南距海600多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309’49一"--'113045’43一，北纬

27022’15一～270 58’7一，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气候温湿多雨，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年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7．5度，年平均雨量为1425．9毫米，年平均无霜期

为28t天，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1668．1Jl',时，年平均太阳幅射总量为每

平方厘米107．58千卡。除闻或出现的雨淞雾淞和极端严寒天气外，其余

时间的光、热，水等条件，均有利于林业生产．

由于地貌、土壤、气候等条件的优越，醴陵历来植被繁茂，森林资

源丰富，但经过长期垦殖，原生植被已逐步遭到破坏。清代的林分组成

主要是天然次生林，人工栽培的只马尾松和油茶、油桐等经济林，而且

比重很小。清代与民国时期，政府对保护森林，制止乱砍滥伐，制订和

颁布了一些政策、法令；清末设有树艺局；民国十九年(1930)设有林

务处，1940年改为农林场(1944年停办)；规定3月12日为植树节；民

间订有乡规民约，建有膏禁山会"等护林组织，护林效果胜过行政作

用．醴陵因地处交通要道，多数森林被毁于兵灾战乱；随着人口的增长

和瓷业的兴起，用材与燃料的需要增多，向山林的索取量超过林木的自

然生长量；加上商贾的收购套购、森林火灾和病虫危害，林业资源日益

衰退减少，到1949年，金市(县)的荒山残林面积扩大为116万亩，占林

业用地的60％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重视林业，醴陵从1953年至1986

年共投资911．42万元，支持林业的发展；1952年成立农林局，1956年成

立林业局，1958"--'1972年之间机构虽时有改变，但一直有主管林业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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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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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且下设9个林业工作站，1个林业科学研究所，1个林业勘察设计队，

，1个森林保护站，1个林业派出所，1个木材公司，24-国营林场和1个苗·

圃场。1986年，林业局有干部18人，其中有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5人；局

下属各单位(包括林场、苗圃)共有国家干部50人，其中有工程师和助
‘

’ 一

理工程师9人，职22274人(其中集体工19人，合同工2人)。30多年来，

县(市)人民政府依靠这批力量，培训与普及提高林农的科学知识与技

术水平；具体指导，传授采选树种，育苗、营林、病虫防治等技术措施；．

开展科研活动与引进推广林业科技成果；组织清查森林资源和勘察设计
● ，

●

规划林地；建设各种林木生产基地和办好速生丰产林样板；促进林业发

展。但由于。左”的错误和影响，在整个林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 ．

● ．

伏曲折的过程。 ．

、

一、1949---1951年：当时山林绝大部份属于地主阶级和他们所把持、，

的神祖祀会及庙宇所有，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乘土改尚未全面开展之，
、 、

‘

机，大肄盗砍滥伐；不法商人乘机套购偷运；加上山林火灾，病虫危害、
’

贫苦农民卖树买粮，树木被砍甚多，损失较大。县人民政府一面颁布政

策、法令，禁止盗伐林木i’并结合土地改革，清理滥伐林木，查处破坏
●

、

森林案件，打击不法地主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一面贯彻“普遍护

林：重点造林升的林业生产方针。发动贫苦农民，成立护林组织，以封
． ‘

．

、

．

、

山育林为主，适当营造马尾松等人工林。三年人工造林3．41万亩，并先
‘

●

‘
．

一3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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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组建73000多人的护林队伍。 一、小：+：： ．。

。．‘ 、

一，二、1952,-,-,1957年：土地改革后，农民成为山林的主人，造林积极

性高涨。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山林折价入社，个体造林转为集体造林，

。各农业社均制订绿化荒山的计划，以营造松，杉用材林为主，结合栽植油 ．

茶、油桐等经济林，6年共造林26．93万亩，比前期年平造林增长3．7倍．

当时瓷业大量收购松柴作燃料；私人经营竹木，可自由采购贩运；山林·

火灾也时有发生．县人民政府组织瓷厂将瓷窑由烧柴改为烧煤；设置竹
’

，
’

木出境检查站；改竹木自由经营为木材公司统一经营，取消竹木自由市 ，

场，’将竹木购销纳入国家计划；组织群众民主制订护林防火公约．普遍

。建立护林防火机构，由农业社确定看山员，负责护林防火．1956年林业
●

●

、

‘

资源清查：活立木蓄积量为77．67i立方米，立竹蓄积量为171．76万根，。

林业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
。

三、1958"--1960年： 搿大跃进一高潮中，各人民公社开展群众性造
’

●

林运动，．三年造林23．62万亩，年平7．87万亩，创大面积人工造林的历史

纪录；但由于山林所有制被打乱，工作出现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造林不 ．

适地适树，忽视质量，而且只栽不管，’忽视封山育林，因而造林面积虽

多，不少地方却栽树不见树，造林不成林，收效甚微． ●人民公社化一

初期，大办食堂、：9c炼钢铁，大办交通、大修水利、大建养猪场、大搞
．

’

●●

● ●

王具改革，‘过量砍伐林木，森林资源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1956,--'1959，’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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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述

年，年平上交国家商品材6309立方米，经过这次破坏，从1961年开始?

每年须国家供应和向外省外县购入木材2万’多立方米，产材县变为严重缺 ．

材县。 ：4一 二。
一‘ 。

·
．

。

’’四、1961"-'1963年i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_

条例》和国务院颁布的《森林保护条例》，县人民委员会在纠．正搿五

风一错误的同时，组织工作组深入到每个大队、生产队，处理山林纠

纷，^落实山林权属，’将除国有林以外的山林，在划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

留山以后，’全面固定到生产队经营；结合清理乱砍滥伐森林的案件，对 、

一些构成犯罪的人，追究刑事责任。在此基础上，、实行一国造国有，社

‘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住宅前后的零星植树和自留山植树归个人所

，有?的政策；恢复和建立保护森林与发展林业的有关制度；从1962年开
，

、

始，“对人工造林，老林更新，幼林抚育，t油茶、油桐垦复，：国家均给以
。

粮食补助，调动了群众造林的积极性；三年人工造林7：88万亩。四旁植

树8．62万株。 4：!．。 、一，：‘一·⋯。 ，一+：一．，一j j：．÷：：、·、。，
‘

●

’
‘

·：五，：‘1964"-'1970年；经过上三年的调整，，林业生产出现了好势头j。
／

1964年县人民委员会在大障、官庄建立杉木林基地，j各公社。：大队组建

集体林场；，实行多林种、、多树种、-集中连片造林，1964,"-'1966年造林
，

，

37．83万亩，『年平12．6万亩，创历史最高纪录．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
’

开始后，山林权属再次被打乱，．林业法规多被废弃；o封7血育林被．当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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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还

“懒汉懦夫的营林方法’’遭到批判，．以致山无主，主无权，乱砍滥伐之

。风再次掀起，森林资源又一次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后，发出通知，采取措施，制止乱砍滥伐；一些地区和一些干部，．抵制

靠文化大革畲一对发展生产的干扰、坚持继续造林：、1967,---,1970年人工

造林22．’33万亩，年平5．56万亩。 一 · 。

“． 六、1971---1980年：在大障，官庄办杉木林基地的实践证明；基地

造林，‘具有集中连片。便于抚育管理、成活率与保存率较高、有利于集 ．

约经营等优点，，各地纷纷仿效，’，各区、’公社，·大队都根据自己的优势，

创办各种林木基地。1976年，醴陵被列为全省30个油茶基地县之一，2s

个油茶林面积大的公社，由县确定为油茶基地．．各地以基地办林场，’林’

场管基地的方法，’创办集体林场485个：固定专业劳y弓6245人管护，+林业，，

的生产与经营，转向以基地为‘主体。1971,---,1980年人工造林65．72万亩，

其中基地造杉、；才察用材林18．84万亩，占28．6ah；25个油茶基地公社经

营油茶林面积54．97万亩，占全县油茶林总面积的78．80h，办基地8年的

年平茶油产量比常年产量增长42．10h。但1979年开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时，。部份群众对政策不放心，加上木材供需矛盾突出，出现了乱砍滥伐

林木的情况i尤以人工幼林的损失为重，110多个集体林场因幼林砍光而

被迫解散f．县革命委员会虽多次发出紧急通知、’召开会议予以制止，．并．

于1979年和1980年两次查处滥伐森林案件，打击．处分了二-些人员，。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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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彻底制止，森林资源再次遭受_些损失。
‘

、。

7。．七、1981---'1986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1981年全面开

展“稳定山林权属，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一的。林业三定嚣．，／

i作，为山林定权发证，解决多年存在的山林权属不清的问题，使山林

各得其所，成为多层次的林业经营体系。通过宣传、贯彻执行搿森林

．法一于1981年"-'1982年清理滥伐森林案件636起，没收盗伐木材2047立方

米、楠竹12082根，罚款6．74万元，行政拘留42人，逮捕法办11人，，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35人。。落实林权加上以法治林，林，

业生产秩序基本好转，乱砍滥伐之风才基本被刹住。1982年完成林业区

划，确定山区“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一的生产方针，林业生

产由以造林为主转为以封山育林为主，封山护林与人工造林。飞播造

林、，义务植槐相结合；，人工造林由以集体造林为主转为以个体造林为主

要形式，，个体，集体、国营一齐上。，1984年起，免除林区粮食征购任
’

务，改林区征粮为收代金，或免征农业税，实行粮食减购加销，鼓励退

· 耕还林。1985年，对集体林区的木材，取销统购，r实行议购议销；竹木
，

．由独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实行凭证限额采伐，凭证运输，凭证销售；

增设竹木检查站，建立林业公安派出所。群众护林、’造林的积极性提

高，6年人工造林20．98万亩，飞机播种造林20．S6万亩，四旁植树2279．4
，

‘

万株，封山育林62．s万亩．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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