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蒸嚣粪滋一一溱一攀一黉

1《}，

j

”．

飞

．

．

_'



式文县律业志

浙江省武义县林业局



酵#’》计



：镪瞄呵——_∞4霹嘲_一一豳—-*Ⅲ∞圈衄鬣麴艘强酗隧鞫濑嘲艘粥粥黝酮嘲蹬蹦醚僦蠲渊蠡盈蹬蛙馥埘酸孵艘懋潮蹑稻圆圈蹦踊留墨

l
l
苹

l
l
l

l
l
l图 侈U

；

基 界 ，·一·^．_，
曩脏慧q泽

K壁j毒 ●

多硅培 O

林螬硅扎 S

自然村 ·

坷 癯—k≮
耸 路 一‘

叠



圈 例

基 并·一．--．Jill

■驻■ 呻

’驻地 ·

爿谂 州．·
杉 t

蟹 l

■t

经济林 t

毛 竹 C

滞小．．= ’

麓＼山 。

醵 林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Ll■●Ll●，L■r

lL■P



墨：王=i誓

-■P。‘：。
。_-■_■■■__■一







术材公nj贮小场

林业局办公楼



县林场油茶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武义县位子浙江中部，是“八山，半水、分半田黟的地

区，林业的发展是振兴武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前，武义(包括原宣平)有许多热心林业建设的有

识之士，为林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重

视林业，领导全县人民大力造林，育林，护林，使林业生产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林业生产逐步向标准化，基地化，

商品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为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载本县林业发展的历史，本局组

织人员成立林业志编写组进行编写。在编写中，林业志编写组

的同志化了大量的心血，不辞劳苦地搜集大量资料，进行分析

研究，多方考证，去伪存真，去粗留精，在修志专家和县志编

纂办公室的指导及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精心编纂了这本内容

丰富，材料翔实，具有专业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武义县林业

志》。志书的出版，为我县四化建设的决策，提供历史借鉴

和科学依据，对搿存史·资治，教化彦是非常有益的．

武义县林业局局长徐日光

19"89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力求做到存实求真，以及反映地方特色和时代

精神。

二、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述建国后山林建设和

森林资源开发的历程。

三、记述年代，上限以有据可查者为始，下限至1987年

底止。少数内容延伸至志书成稿时。

四，志书设概述，大事记，分9编，25章，72节。

五，与森林密切有关的自然环境，予以简要记述。

六，林业基地于70年代开始建设，在本志中予以较详记

述。

七，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依当时制度。

八、志中出现的“建国前黟，“建国后力是指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

九，为了专志内容详备完整，分编叙事中，保留一些互

见的事实或数据，但记述的详略和侧重各不相同。

十、1958年前，武义指的是宣平县16个乡(镇)未并入

前的地域范围。凡宣平的内容都标明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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