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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中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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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林企业事业单位发出

《关于出版林业系列丛书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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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重要意义和多种用途的大事，是社

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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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近代志书中，虽有关于

森林方面的记述，也失之简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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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这批宝贵的林业历史资料形成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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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默默无闻、任劳任怨、艰辛拼搏的劳动

成果得以公开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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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云南省林业．厅以云林志办字

(1990)第578号《关于批转<云南省省林业志丛书>总体方案的

通知》，批转各林业单位，按这个方案执行．

《云南省林业志丛书》出版总体设想方案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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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为正式书名，如《××县(或地州市县)林业志》、《××自治县林

业志》、《××单位(H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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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以大32开平装或

精装两种版本，封面图案统一由省设计，志书印数由各林业单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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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始末等部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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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林木名称)一律以《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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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名词一律以《林学名

词》(1989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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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引用古资料(历史)时，仍可使用旧称，但须用括号注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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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编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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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序

林业志编撰人员，以求实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艰苦努力，

勤奋工作，终于使双江县第一部林业志在边疆这块沃土上诞生了。

这是双江县林业发展变化的真实记载，是林业建设者们心血和汗

水的结晶。

人类从历史中走来。在漫长的伟大生产实践中，人们深刻地认

识到，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物生产基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

体。它构成了独立的生态系统，并为陆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近代的科学文明，进一步揭示出森林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森林不仅

为人类提供木材和丰富多样的林副产品，而且在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维护生态平衡都具有

重要作用。现代林业既是一项产业，也是一项公益事业。它兼有经

济、生态、社会等三大效益。在当今世界，发达的林业，已被视为国

家富足，民族繁荣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县的林业工作历来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林业机构及人员从无到有，不断扩大。营林造林、森工采伐、林产化

工已初具规模，并产生了较好地社会、生态、经济效益。但是，由于

历史的原因，文化技术素质薄弱，生产方式落后，以及人口剧增等

诸多因素，我县的森林覆被率、活立木蓄积、林分质量都处于下降

趋势。我们编撰林业志书，总结历史经验，使后来者得到借鉴，使人

们对林业的认识更加深刻，大家都来重视林业，加快林业建设步

伐，使林业更好地为发展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我们编撰林业

志的希望所在。

九十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

林业建设，发展林业经济的大好时机，如何使林业工作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使林业成为振兴



双江的主要产业，是我们林业建设面临的重大课J题。要勇于探索，

大胆实践，不断开创林业工作新局面。要做到增资源、增活力、增效

益，为尽快实现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而努力奋斗l

双江县林业志编撰工作，由县林业局和县林学会主持，由会员

戴益光执笔。在整理资料，文稿讨论中，得到了林业局办公室、绿化

办、档案馆、大浪坝、忙安各国营林场及林化厂、林工商公司及有关

单位的支持，林业工程技术人员，已离退休的老同志提供了不少宝

贵资料和有益建议，县志办领导同志从始至终给予指导，在此深表

感谢!

起禄培

一九九三年---7I





澜 沧 拉 祜 族 自 治 县



▲1987年一1989年全国绿化、森林防火先进县一双江拉祜族、
佤族j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城全景。

▲1989年全省绿化先进集体——国营双江县大浪坝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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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林业厅副厅长徐光凡

(左二)，在临仓地区林业局

党总支书记熊仲鼎(左三)和

副县长李向阳(左一)陪同

下，视察国营大浪坝林场。

◆著名树木学家q∞高龄的徐永椿教授，在县林业局鉴定腊叶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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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勐峨林场是云南松用材林的主要生产基地。





▲县林学会成绩显著，1987年受县委县人民政府先进集体表彰。

▲县林工商联合公司贮木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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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林业化工厂在“七五”期间生产优质松香919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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