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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职名

《盈江县林业志》编审领导小组

第一届负责人

(1986．6——1989．7)

杨文钧(中共盈江县林业局总支书记)

杨绍辉(盈江县林业局局长)

第二届负责人

(1989．8——1998．3)

孟光明(中共盈江县林业局总支书记)

李文清(盈江县林、眦局局长)

成员：龚永强赵兴王国显唐应平

周涛许维兴杨家柱李盛殿

杨学林胡家域尹守本(退休)

金锦眷(退休)

《盈江县林业志》审修。编纂人员

终 审 修：

初 审 修：

主 编：

协助编纂人员：

摄 影：

提供部分影片人员：

制 图 表：

校 对：

封面 设 计：

王世能

孟光明

尹守本

杨建坤

胡家域

赵祚

李盛殿

梁开平

黄生华

李文清许维兴杨家柱

金锦春杨学林胡家域

陈春刚荣腊科

施之博

杨其礼

郭振

何秀仕

赵志能胡家域

李文清余生玺杨恩周

刘世龙(德宏州林业局)

胡家域

胡家域

赵勤(云南省林业厅)

杨家柱

王相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地方志可公开出版和云南省林业厅1990

年4月全省林业修志工作会议关于三五年内，云南省林业系统要完成一套系列丛

书的精神，经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决定：凡公开出版的各级林业志书，一律

统一封面设计、统一版式、统一申报出版计划。为此，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于

9月11日以云林志办字[1990]第13号文向各地州市林业局、各林业企事业单位

发出《关于出版林业志系列丛书的通知》。此通知下发后，各林业单位纷纷报送

公开出版志书的计划。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件服务当

代，造福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和多种用途的大事，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没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但编修林业志在我省尚属首次，

因为古代的志书是“重人文，轻经济”，没有给林业单独立志。在近代志书中，虽

有关于林业方面的记述，也大体简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1982年以来，云

南林业系统和全国一样，开展了修志工作，尤其是1989年3月全省开办林业系

统修志讲习班以来。全省林业修志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省林业厅承担了

《云南省志》中的《林业志》和《古树名木志》两个分志的任务，我省各级林业

部门也承担了各地州市县地方志中的林业分志或林业篇章的任务。各林业单位在

修志工作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大都在着手编修林业部门志(或叫林业专志)；省

林业厅直属单位，在省厅的统一部署下，也都开展了部门专业志的编修。到目前

为止，全省林业单位已编修出林业志初稿130多部，有的已付印成书，但尚属内

部印刷，未能公开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为了保护森林，振兴

林业，达到“存史、资治、教化”，“有益当代，荫及后人”的目的，省林业志编

辑办公室，根据1990年全省林业修志工作会议精神，在听取了一些单位的意见

后，为使这批宝贵的林、他历史资料形成体系，集中反映全省各地的林业生产建设

事业的发展、起伏、兴衰演变的历史状况；同时也使广大林业修志工作者多年默

默无闻、任劳任怨、奋勇拼搏、辛勤耕耘的劳动成果得以公开问世(出版)，发

挥志书服务当今，流传后世的效能，经省林业厅批准并与有关出版社联系后，决

定出版《云南省林业志丛书》。为此，云南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拟定了《云南省

林业志丛书》总体方案。1990年1 1月29日，云南省林业厅以云林总字办(1990)

年第578号《关于批转<云南省林业志丛书>总体方案的通知》，批转各林业单

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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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世志丛书》出版说明主要有八个方面的内容：

一、名称：总名称为《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各林业部门志的名称为正工书

名，如《X X县(或地州市县)林业志》、《X X自治县林业志》、《X X单位(即
X X局、院、厂、校、司等)志》等。《丛书》统一按之一、之二、之三⋯⋯的

顺序排列。

二、装帧：纳入《丛书》的各林业部门志，一律以16开本或大32开平装或

精装两种版本，封面图案统一由省或修志单位设计，志书印数由林业单位自行决

定。

三、体例：志书的结构应符合志体要求，全书由编纂者名录、丛书出版说明、

图、照片、序、凡例(或编纂说明)、目录、概述、大事记、志书正文(章、节、

目)、附录、编纂始末等部分组成。

四、语言行文要则：严格按《云南省志总体设想》(修订)和《补充规定》以

及有关规定办理。

五、名称名词：林业系统志书中涉及动物名称和林业名词较多，各地各部门

的习惯名称、土名、俗名较复杂，应该重视名称的规范。现规定：凡植物(包括

树木名称)一律以《云南种籽植物名录》(1984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准；动物名称一律以《云南省志．动物志》(1989年，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准；林业名词一律以《林

业名词》(1989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为准。在引

用古资料(历史)时，仍可使用旧称，但须用括号规范名称。

六、审定：志稿审定由各单位自行组织。省林业志编辑办公室可给予必要的

指导和协助。

七、经费：出版经费由申请出版单位自行筹集。

八、凡纳入本丛书的林业单位，应按规定报送省林业编辑办公室，以便安排

出版事宜。

云南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办公室

一九九七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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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有关部门对志书的评审意见

<一>、盈江县林业局编审领导小组意见

该志书经历了盈江林业局两届领导的重视、关心、支持，十年如一日的安排专职人员和临时

性人员相结合的修志方法。修志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得到解决，充分肯定了编纂人员在经历十年的

编纂中，立足县内林业史貌及各方面实情，进行自编、自纂所经历的辛、酸、苦、辣和勤于笔耕

的工作实情，首纂《盈江县林业志》书，服务当今惠后世。

1997年7月20日。

<-->、盈江县史志办公室评审意见

全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

策，符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符合党和国家有关保密、涉外、民族、

宗教、统战的法律和政策，做到了存真求实和实事求是，志稿指导思想正确，政治上基本符合地

方编纂的规定和要求。

全志编纂工作从编定编目、收集资料到编纂完稿共历时10载，做到了内容丰富，资料据翔

实，凝聚了编纂者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敬业精神。

评审人：杨建坤(编辑)、陈春刚(主任、编辑)、荣腊科(副主任、助理编辑)、钟学贵(副

主任科员、口头合理建议)。

‘1997年6月25日。

<三>、德宏州林业局审稿意见

盈江县林业局安排专人，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进行了艰苦工作，编写完成了《盈江县林业

志》，这是德宏州林业行业方面的第一部地方专业史志，这部书编写完成，结束了德宏州林业建

设有史无志的历史，对全州林业志书的编纂工作，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

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改革、开放方针；志

书中依据的史料翔实、可靠，比较全面而又详细地记载了盈江林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1979年

盈江县林业局成立以后，林业建设的各个方面，步入了全面发展的轨道，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志

书中对这一阶段的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图面材料配置突出了盈江县林业资源的特点和建设重

点，从另一个侧面直观地记录了盈江县林业发展的进程；该志书章节条目清晰，安排有序，较为

合理，基本达到了编纂地方专业志的要求，同意验收。

审稿人：德宏州林业局，局领导安排黄生华(科技站站长、高级工程师)。

1997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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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云南省林业厅林业志编辑办公室审稿意见

《盈江县林业志》送审稿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

《盈江县林业志》送审稿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志稿资料比较丰富、翔实；基本k符合

史志“横排、怪写、直书的体例”；语言、文风较端正、朴实，突出了边疆民族地区林业特点，

反映了盈江林业过去和现在发展的全貌。《盈江县林业志》送审稿为成书出版打下了基础，已编

为云南省林业志系列丛书之三十九，公开}I{版时，请封嘶印上一一云南省林业志系列丛书之三十

九。

云南省林业忐编辑办公室

审稿：王世能(云南省林业志常务副主编、林业志编辑办公室主任)

1997年9月5日。

<五>、经审查，无泄密情况，同意出版发行。

盈江县保密局

199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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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林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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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林业局长、《盈江县林业志》编审领导小组负责人李文清

盛世修志，志传盛世《盈江县林业志》志书终于问世了，透过志书的

字里行间，仿佛看到林业工作者当年穿山越岭，挥汗如雨的身影。今天，

经史志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将林业工作者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奉献给后

人，作为林业战线的一名老战士，欢欣之至，思绪万千。盈江林业能有今

天的地位实在不易，是几代林业工作者和盈江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在《盈江县林业志》问世之际，谨向林业工作者和从事编纂、审理《盈江

县林业志》的全体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盈江县林业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地记载、考证，再以

辩证的观点论述盈江林业的过去和现实，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反映了盈江林

业各个时期的发展变迁，成功和挫折，体现了盈江林业发展的特点，可以

说，《盈江县林业志》既是一部林业史书，又是一部林业警业医书，从正反

两个方面，给从事林业工作的后来人，于诸多启示和鉴戒。

盈江县自然条件优异，森林资源丰富。盈江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保护

森林、发展林业，把自然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的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为发展林业经济施行了许多措施，森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得到了充分发挥。林业经济在盈江的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各民

族人民造林护林意识不断提高、发展林业经济积极性高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盈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发展林业潜力很大，

我衷心祝愿盈江林业健康发展，为在世纪末，实现盈江林业成为一大基础

产业而奋斗。

1996．11．28



2 盈江县林业志

盈江县林业局公安干警对偷砍盗伐林木、非法出售木材进行清查。

盈江县林业局林业公安干警清查滥砍乱伐毁林事件现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凡 例

3

《盈江县林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按《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的规范，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夸大、不缩小的观点，用朴素语言记述盈江各历史时期、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用新观点、新方法对收集的史料进行加工编纂，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与史貌的统一，全面记述盈江林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现状。

一、县林业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除卷首外，以章、节、

段安排层次，分f-IN类、突出重点，记述盈江县林业发展的历史情况，图表附于

其中。

二、县林业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叙述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

起源，下限断至1992年止，个别史实则超出1992年。

三、县林业志对历代政权、机构，均按当时名称记入志书，不加政治评语，

对有的历史情况，则引用当时原话，反映史貌。对山JII、地名与现今对照，则略

加注明。

四、县林业志对1949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民国纪年和历史

朝代年号，均按当时习惯用法记入志书。以括号注明公元年份；1949年以后，则

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县林业志对建国后至今，县境内行政区域并异和区改乡名称，及乡改村

的增设名称，在有关章节中注明，反映当时与林业有关的史实。

六、县林业志计量单位一般用公制，历史资料保留习惯单位的，必要时换算

为公制，以两种计量单位说明。

县林业志对人物官衔

县林业志引用资料，j 是有关省、州上

、

、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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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林业主管部门、外县、及州县史办公室和有关资料作参考。

九、县林业志文字、标点的使用，以《新华字典》为准，数字的使用除原文

引用历史资料外，均遵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 ．

十、县林业志以县林业管理范围为主要记述对象，其它部门管理范围，属林

业方面的重要情况，也尽可能的记入志书。

十一、县林业志，按林业生产门类，力求做到分类科学，排列得当，以类系

事，章、节、目清楚。全志分概述、大事记、志(专章)、附录四大部分。志(专

章)设章、节、目三个主要层次，采用以志(专章)为主，志、记、传、图、表、

条、述、照片并用的综合体裁。全书共设八章35节。字数约28万多字。

十二、县林业志中，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中国共产党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委员会及德宏州人民政府简称州委、州政府。中国共产党盈江县委员会及盈

江县人民政府，简称县委、县政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

称建国，建国前或建国后及建同初期，即指这个年月起分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简称“文革”、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盈江县人民政府林业局简称县林业

局，县林业局下设各科、股、室、各企事业单位名称略写盈江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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