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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会同县是湖南省重点林区之一，资源丰富，植被繁茂，经营
? 林业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代，杉木，油茶、油桐、棕榈等用材

树种和经济林树种，已开始人工培植，以小农经营方式从事林业
： 生产活动，曾在杉桐混交，粮林间作，林产手工业方面积累了传

’统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会同林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成立了林业司法、行政、科研、教育等机构，制定了一系

列林业政策和管理办法，建立了整套的营林和森工企业体系，培
，； 养了一支林业管理，科技和生产队伍，营造了大面积用材林和经

济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负有“广木之乡刀盛名。林业建
4 设正在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迈进。

，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林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

．，森林资源利用的日益广泛，对于现行的林业管理体制，传统的经

营局想和比较低的劳动生产率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迎接这场
， 挑战的主要困难是缺乏现代管理技能和现代科学技术。需要我们

”

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虚心学习先进的林业管理

经验和科学技术，用正确的、科学的决策指导林业建设，更好地尽

到我们的历史责任。要进一步保护森林，营造新林，建立起永续

利用的林业体系，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会同县林业志》是会同县的笫一部林业专志，它以详实的

．． 内容，系统地记述了会同林业的历史变迁和实践经验。它既是一

部会同林业史册，又是一部林业百科全书。此书的出版问世，对

我们借鉴前人、指导当今，启发后代具有重大意义。
。

’

《会同县林业志》根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黟的原则，在县

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编纂人员先后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劳动，



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收集了400多万字的原始材料，经过筛

选整理，访问座谈，补充佐证，七易其稿后，又广泛征求了各方

人士的意见，终于成书，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和好事。在

此，我对全体编纂人员，以及支持和指导编纂工作的各方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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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利平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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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资治，存，

史，教育为目的，实事求是地记述会同县林业的演变和兴衰，力

求反映地方和时代特色。

二、本志记述年代，一般起自l 8 4 0年，迄子1 9 9 0

年，个别事物适当上溯或下延。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林业史实。

三、本志首立概述，大事记，设14章，48节，末缀附录，以

章统节，分节叙事。对内容较繁的，则在节下设目，并插以必要

的图表·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局)，省林业厅，

县林业局档案室，清代《会同县志》，民间保存史料及当事人口

碑。所载数据均来源于县统计局和上级主管部门认可的表报。

五，本志体裁分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用语体文记述。。

六，本志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年月以汉

字书写，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

纪年· ．

七，本志中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依各时期的原制。

八，本志涉及的地名和机构名称I均采用当时的通用名称J

涉及的人名，一般直书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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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同地处云贵高原东缘斜坡和雷峰山西南地段，位于东经 ：'．’

109。267～110。8
7 4,0∥和北纬26。407 2∥-'一27。9

7 13∥之

间，属中亚热带。境内气候温和，光能充足，降水量适中，溪河 ，‘

密布，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全县土地总面积3S7．37万亩，其 ；

中山地235．90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9．99％，具有发展林业生
·

产的良好自然条件。‘ ，

会同人民从长期的实践中，培养了爱山护林的优良传统，也

积累了发展林业生产的丰富经验，林产品历来是地方和农户的主 ．

要收入。·明洪武初年，县内开始用插条和挖野生苗移栽的方法，
‘

人工栽植杉木。在此以前，人工点播的油茶，栽植的棕榈等经济

林木巳遍及全县。明末清初，洪江木材市场兴起，成为沅水上游

诸流域木材的集散中心。被称为“广坪木黟的会同杉木，以量多

质好饮誉下游销区。清康熙元年(1 6 6 2)，引进三年桐等优

良油桐品种后，油桐生产迅速发展，桐油年产量最高达到1000

吨。咸丰年问(1 8 5 1～1 8 6 1)，杉木育苗技术传入，县·’

内便有以自采杉种，育苗为业，世代相传的农户。用人工培育的
实生杉苗造林，逐渐取代了插条和挖野生苗造林的习惯。在较大

面积的新造林地内，结合幼林抚育，于行间点播油桐，间种玉

米，黄豆等经济，粮食作物，逐渐形成了林粮问作、杉桐混交的

造林经验。所造林木，一般都成林成材，有的成为速生高产林的

典型。盛行于清代，民国时期，至今一些农村仍沿用的．“合款"·

封山育林办法，保存和发展了林业生产成果。从清代到民国末

年，会同人民在继承祖先林业遗产的基础上，发展，创造了新的

林业生产成果和经验。加之交通闭塞、许多成、过熟林未能开发
’

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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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虽屡遭山火，造成近十万亩大面积荒山，但全县仍是森林

密茂，古树环村，林荫夹道。到l 9 4 9年，全县仅人工营造的

杉木林蓄积量，还保存有300万立方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会同县委，县人民政府，从山

区特点出发，高度重视林业生产，领导全县人民，将营林和森工

生产，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

全同县的营林工作，始终坚持以造为主，造护并重的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建立了烧垦和木，竹采伐的审批管

理制度，严惩了纵火烧山的罪犯。1 9 5 2年起，在全县范围内

大张旗鼓地，持续地开展的护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并相应采取

的一系列护林防火措施，把历来为害森林的山林火灾，控制到国

家允许的标准以下，受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

部的表彰。会同县广坪区林农、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张万宏等从实

践中总结的采种，育苗和人工造林经验，为营造速生率产林奠定

了基础，其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l 9 5 8年绿化金龙山和办

社队林场，既为县内绿化大面积荒山树立了榜样，也为全省开展

“大造林，造大林帮活动提供了经验。1 9 5 9年后，多次进行

森林资源清查，为制订控制过量采伐，发展林业的措施提供T依

据。l 9 6 3年全面开展的封山育林活动，l 9 6 5年起以办杉

木林基地形式开展的造林工作，使分散于社队的小面积荒山大多

绿化。在此前后开展的油茶垦复，提高茶林素质的活动，使茶油

年产创1465吨的纪录。l 9 7 2年起，分年组织与大荒山相邻的社

队，集中力量联合造林，基本上绿化了历史遗留的大面积荒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大量山林

以自留山、责任山的形式承包到户，相继出现专业户，联户，股

份林场承包造林等形式。县制订速生丰产林标准和达到标准的优

惠补助办法。实行林业科技人员技术承包责任制。一批林业科技

成果和论文获省，地，县级奖励，其中有3项分别获国家科技大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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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国科学院奖励。同时，实行本，竹凭采伐证采伐，术，竹 ·

采伐‘《一本帐黟管理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林业公．检，法，调． ，n

处山林纠纷，森林病虫防治，森林资源管理等机构，强化林政管

理。1 9 8 9年，中共会同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口三年消灭荒 “，

山，五年绿化会同”的决定，并采取相应措施，。到l 9 9 2年验

收，全县巳达到国家规定的消灭荒山标准，受到怀化行政公署的

表彰奖励。
+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l 9 8 4年，中共会同县委、县入

民政府，把完成国家木竹生产任务列为全县工农业生产的主要任

务之一。从l 9 5 1年设置国营森工机构经营木材，l 9 5 4年

确定供销部门经营竹材起，先后以收购，派购，统购的方法，把

历来由私商经营的木竹纳入国家计划，实行国家、集体经营，调

出的木，竹成倍增长。森工部门先采取在边远林区组织采伐组， ：

建立国营伐木场，租山采伐和按运输里程计算木，竹收购价，后

采取修建林区公路的办法，开发边远林区。全县由林业部门全部

投资，民办公助形式修建的林区公路共191条，．全长1263公里，

总投资1672万元。l 9 5 9年为完成激增的木材上交任务和修

建洪(江)绥(宁)，若(水)冷(溪)森林铁路以及在此前后

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在全县掀起的大砍大伐，曾造成森林
‘

资源的严重损失。l 9 6 4年和稍后实行的从木竹经营中提取育

林基金和森工企业更新改造资金的制度，共为省提供了2497万元，

的林业建设资金，也为县筹集了4887多万元的营林森工生产资

金。l 9 6 5年，改国营伐木场为国营采育场，实行采育结合。

l 9 7 8年建成县松香厂，l 9 8 5年建成县纤维板厂，以及在

此前后建成的一批国营和集体木竹加工、造纸等企业，是县内工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 9 8 5年，木竹市场开放，森工部门与
‘

省，地主管部门脱钩，纳入县财政预算。按照县人民政府“分乡 ．

切块一的木材经营办法，在划定的乡镇，按照县计划委员会分配



‘的采伐指标，限额经营木材。从l 9 8 5～l 9 9 0年，森工都

门经营的木材，占全县商品材总额的52．4％，仍发挥着木材经营

的主渠道作用。l 9 8 8年起，森工部门开始租山造林，办场管

理所营造的林木，巴初具规模。团河采育场已实现采育结合，永

续利用的良性循环。从l 9 5 1～l g 9 0年，全县共生产商品

木材(不包括县内加工)545．7万立方米，年平均13．6万立方米，

其中l 9 5 9年达到33万立方米。l 9 5 4～l 9 9 0年，共生

产商品楠竹(不包括县内加工)8351万根，年平均98．7万根，其

，中l 9 7 4年达到189万根。l 9 5 4～l 9 9 O年。县森工部

门共上交国家税衣J7433万元。县贮木场获国家林业部授予的“全

国最佳贮木场”称号。木材公司被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

《管理世界》杂志中国企业评估中心，列入“中国五百家最大工

业企业及行业五十家评价黟排序，并在l 9 9 1年被评为这行业

一五十家最佳工业企业第十名。
‘

早在l 9 5 4年，《新湖南报》在报道会同县林业生产的通

讯中，把素称“广坪木黟的会同杉木简称为“广木耖，赞誉会同县

为“广木之乡’’，此后相互沿用，逐渐成为通称。随着会同县刨

造的一些林业生产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大量广木及广木种

子源源输往各地，广木样品在国家展览馆陈列，国家把广木及广

木种子作为贵重礼品赠送给友好国家，多批农民技术员支援外

地，在杉木产区的许多县、社，传播广木的栽植、管理技术。宣

传文化部门在广木腹地广坪拍摄《杉木》、《广木之乡纪行》、

《林海之魂》科教片、纪录片，国内外许多林业专家、学者、林

业工作者慕名前来参观、考察。 “广木黟，“广木之乡黟名驰国

内外。l 9 9 2年，湖南省诗词协会名誉主席万迁，在参观广木

之乡时，口吟七绝一首。广木称壬高百尺，天生丽质坚且直，名

扬四海作栋梁，引领千山迎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 3年来，会同县林业生产取得了巨大

4



成绩，也出现过一些失误-长期以来，林木的消耗量大手生长

量，到l 9 8 8年，消耗置仍大于生长量的45．43％，此后资源

下降趋势虽有缓和，但末完全扭转，在造林中，5 0年代照搬苏

联密植经验，6 0年代办杉木林基地偏重杉木，栽植过密，不适地

适树而造成上lo万亩“小老头才人工杉木林，土地改革、林业合

作化，人民公社、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等几次山林权属大变动，

导致山林纠纷频繁，．乱砍滥伐时起时伏，至今仍时有发生。
‘

+会同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深入改革开放，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在林业生产上创造新的成绩，。

谱写林业生产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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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崇宁元年(1 l 0 2)，

龙桥乡龙家团村)。

崇宁二年(1 l O 3)，

镇，筑土为城。

宋

置三江县，县治设于三江口(今攀

改三江县为会同县，县治移今林城

兀

天历元年(1 3 2 8)，常德府同知领价款来会同选购杉

木，作额办解京的桅木。‘

明

明初，会同开始人工营造杉木林。

洪武八年(1 3 7 5)，县民栽培桑树2502株，发展养蚕事

清

顺治八年(1 6 5 1)；月，大风，一些树木，民房被吹

倒。 ．
，。

五月，虎入县城北门，居民皆惊，后由官兵将虎击毙。

康熙元年(1 6 6 2)，从四川引入三年桐等优良油桐品

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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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1 6 6 2～‘l 7 2 2'，岩头木商梁德高：色常德

河袱另辟码头(木材市场)。后当地塑其像祀之·

硪率年间(1 8 6 l～l 8 6 l一)，杉木育苗技术从贵州黎

平传入会同县广坪一带。 ，

同治七年(，l 8 6 8)，虎患，伤害人畜颇多。’

光绪年间(1 8 7 5～l 9 0 8>，广坪，’。地灵等地开始在

新造杉林内间种油桐，实行杉桐混交。
’

。

光绪二年(1 8 7 6)，洪江桐油畅销国际市场，出口居全

国首位。 ·

光绪四年八月，会同县将靖州直索州《永定章程》刻石立碑

于沅，巫水两岸·
●

“‘

’

中 华 民 国 ’‘

民国四年(1 9 1 5)，会同编织的竹凉席送北京参赛，获

国家工商部奖励。

民国六年，会同县知事向省长公署林务专员呈报会同县国有

山状况。 ．

民国十年，洪江输出木材46万两码o·

民国十八年八月，县内创办桐油，食盐，农林，信用和生活

消费合作社28个。
’

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县成立植桐委员会，劝民种植油橱·至

．次年1月，全县共植油榈树20余万株。

民国十九年，会同县政府发布五条禁令，其中一条t“严禁

放火烧山嚣．。
’

民国二十二年冬，会同设林务处，有林务专员，技术员等

人，管理林业事务。

民国二十三年，会同县贯彻《湖南省强制造林暂行规程》和

．，’ ．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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