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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智
，

我市第一部林业专志《嵩明县林业志》即将出版，欢欣之至，感慨颇多。绿色是生

命的象征，森林是生态的主体，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投资大，周期

长，见效慢，要全面获得其特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炒益，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

的艰苦努力，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林业的功过是非谁与评说?林业志就是比较全面公

正的记述者。一‘ 一}^-_ ’ ：

‘嵩明县地处昆明市东北，自然条件优越，森林资源丰富，其西北部是孕育春城文明

的盘龙江发源地，供给昆明市用水的松华坝水库水源保护区大部分在其境内，其森林资

源的保护与发展，与当地和昆明市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发展林业的潜力很大。半

个多世纪以来．嵩明县的森林经历了由破坏到发展的反复曲折过程。民国以来曾几度严

重毁坏，近十多年有一定恢复和发展，尤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迅速，

“四旁，，植树、退耕造林和领导干部绿化样板山等方面成效显著，林业在该县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嵩明县林业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

法“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该县森林资源变化和林业发

展历史。它既融汇了翔实的历史资料，又寓林业的成败得失于记述之中，体现了嵩明县

林业独具的特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久远意义的地方林业专志。、

我热烈祝贺这部专志的出版。盛世修志，愿嵩明县的林业今后得到更大发展，早日

实现本志展望的远景，为嵩明的文明添色，为昆明的春色增辉。

’

1989年7月于昆明
●

(作者是昆明市林业局局长、 《昆明市林业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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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全

嵩明县群山环抱坝子，森林资源丰富，盘龙江和牛栏江发源其间，青山绿水造就人

民生存的良好环境，为农业和各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并为昆明市、滇池、

金沙江提供了丰富优质的水源，所以，其西部地区素有“滇源"之称。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嵩明人民在保护森林，发展林业方

面作了不懈努力，但由于天灾人祸和日益增长的消耗量，使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以致

本县的生态环境恶化，昆明市水源紧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各族人民在

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和飞播造林工作，并在松华坝水资源保护区

实行退耕还林，连续掀起造林兴林的高潮。自1981年至1988年，人工造林33万余亩，超

过前15年造林总和，栽种“四旁刀树木1166万株，年年超过地、市下达任务，使我县的

造林护林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所以如何总结嵩明林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历史规律更显得

紧迫和重要了。

为客观全面地反映本世纪嵩明林业变化发展的历史，记述林业工作中的成败得失，

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 《嵩明县林业志》的编者历经三个寒暑，搜集大量资

料，几度编写修改，终使该书问世了，它将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嵩明林业提供决策依据，

为后人研究林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从而激发读者更加热爱嵩明，．热爱林业，为

保护、发展嵩明森林贡献更多力量。

1989年8月

(作者是嵩明县副县长兼县绿化护林委员会副主任，嵩明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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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长城

《嵩明县林业志》编成付印了。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林业志。它较客观、全面

地反映了本世纪以来我县林业发展基本情况，资料丰富，史实典型，为我县林业工作者

提供了重要借鉴，是一项具有长久意义的成果。

古往今来，森林对于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自然灾害，维持生态平

衡、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等方面都有不可取替的重要作用，林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份，

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产业。发展林业，建立良好生态循环，提供丰富林产品，是关系

到人类生存、祖国兴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计。

五十年代初期，我县森林复盖率曾保持50％左右，后来随着人口增加和建设发

展，森林资源消耗量远超过生长量，在错误路线的干扰下，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

大革命，，中，森林资源破坏严重，1971年森林复盖率下降到25·1％，造成一系列恶果。

这是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发展林业的方针7

政策、法规，带领各族人民开展大规模人工植树造林、飞机播种造林，推广华山松育苗移

栽、营养袋育苗移栽等科学造林技术，在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大哨乡等地实行特殊政策，

扶持退耕还林4万余亩。各级领导带头营造绿化示范林，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各级领

导实行保护发展森林责任制，加强林业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绿化护林组织，在森林防

火、制止毁坏森林、林业经营、林政管理和林业基本建设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1988年森林复盖率回升为26·78％，嵩明林业的振兴大有希望。

为真实全面地反映我县林业基本状况和林业发展历程，把重大成就和失误都载入史

册，为今后振兴林业提供借鉴，我局成立了林业志编审领导小组，编写本县林业志。

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经过广泛征集资料，查阅大量历史文献，深入调查访问，核

实筛选，分析整理，认真编写，反复修改，历时三年多，终于编成《嵩叨县林业志》。

编写中得到省、市林业志办公室和市、县地方志办公室热情指导及各有关部门大力支

持，省林业志常务副主编李荣高在百忙中审修了全稿。在此，谨向为编写本志作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感谢。对本志的缺点和不足，恳请关心和了解嵩明林业的单位、

领导、专家．林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和指教。

1989年8月30日
，

(作者是嵩明县林业局局长、 《嵩明县林业志》编审领导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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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嵩明县林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反映本县林业状况、提供和

保存本县林业主要资料、为发展林业事业提供决策依据、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为目的，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相统一。

一、’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除卷首外．以章节体安排层次，分

门别类、突出重点记述本县林业发展情况，图、表附于有关章节中。

二、本志按照“详今略古，，原则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本源，下限断至1988

年。

三、本志对历代政权，机构均按当时称呼，不加政治评语。 、

四、本志对清代以前的历史朝代年号均按当时习惯用法，民国纪年一律改为阿拉伯

数字，以括号注明公历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地名以《嵩明县地名志》为准，1988年区改乡(镇)的名称在有关部分注

明。 、

—k
／、

市制的

七

八

本志计量单位一般用公制，历史资料保留其习惯单位，必要时换算为公制，用

“市"字从略。 ．．，

本志对人物官衔、职称等均按当时名称书写。

本志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本省、本县档案资料和所附参考文献。

九、本志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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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国家出版局等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

十，本志以林业部门管理范围为主要记述对象，其它部门管理范围属林业的重要情

况也尽可能记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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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高原的明珠嵩明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面积1357．29平方公里。东邻马龙县，

东南接宜良县，南靠官渡区，西连富民县，北抵寻甸县。县城嵩阳镇在昆明市东北64公

里处。汉晋属牧靡县，自唐代设治，宋称“崧盟部，，，元改设“嵩明州，，，民国3年

(1914年)改为嵩明县。1950年元月建立人民政权，属曲靖地区；1958年10月至1961年6月．

并人寻甸县，1961年7月恢复嵩明县建制，1983年10月划属昆明市。现辖二镇七乡664

村，居住汉、回、苗、彝、白等族，29．6万人。1988年社会总产值33509万元，农业总

产值7382万元，林业产值360万元，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全省烤烟基地县。贵昆铁

路、滇黔公路、嵩昭公路、7204公路等交通干线贯境，各乡均通公路，村庄多通汽车。

嵩明地处滇东高原西缘，中低山与河槽盆地相间，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点

大尖山海拔2840米，最低点洼子村海拔1770．5米。梁王山脉盘亘于西北部，其间有白邑坝

子和阿子营河槽区，牧羊河和冷水河汇入盘龙江，汇水面积512平方公里，为盘龙江发

源地。五龙山脉盘亘于东南部，与梁王山脉东部合抱云南省第七大平坝——嵩明坝子，

其间有普沙河、弥良河、匡郎河、杨林河和果马河、对龙河等汇入牛栏江，汇水面积

798平方公里。五龙山和笔架山东南166平方公里属南盘江水系流域。气候属北亚热带高

原季风型，夏秋多雨湿热少风，冬春多风少雨。年平均气温14℃，七月最热，最高气温

34℃，一月最冷，最低气温零下8．9℃。年平均降雨量992毫米，最多1405．7毫米，最少

748．3毫米。森林土壤主要是红壤和棕壤，少数地区有石灰土和紫色土，平坝和河槽的

水稻土和冲积土也生长零星树木。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针、阔叶林。

嵩明森林树种丰富，森林动植物繁多。森林有针叶林、阔叶林、灌木林和竹林四大

类型。针叶林在海拔2200米以上为华山松林及其与常绿栎类、云南松的混交林，梁王山主

脉一带为省内少有的天然华山松林，在各种山地广泛分布的为云南松纯林及其与栎类，

桤木、华山松的混交林，零星分布的有滇油杉林和冲天柏林。阔叶林在海拔2200米以上

有高山栎林和山杨林，分布较广的有常绿的高山栲林、元江栲林、滇青冈林、包斗栎

林，分布于中山以下的还有落叶的桤木林、麻栎林和板栗林。灌木林多为针、阔叶林破

坏形成的珍珠花、矮杨梅灌木林，各种山地边缘零星分布有棠梨、火把果灌木林，还有

少量地盘松灌木林。竹林现仅有人工栽培的金竹林。树种常见的有上百种，主要用材树

种有原生的云南松、华山松、滇油杉、桤木、黄栎、白栎、青冈栎、刺栎、猪栎、麻

栎、山杨、滇杨、滇柏、金竹和引进的兰桉、赤桉、直杆桉、大叶桉、北京杨．大叶

杨、小叶杨、泡桐等20余种1分布较零星的有樟、楸、朴、槐等40余种。主要经济果木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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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胸径6厘米以上的“四旁，，树木计369．=／J株，蓄积量20．5万立方米，占全县活立木总

蓄积的13．1％，杨林镇和小街乡“四旁"树木蓄积超过林分蓄积。1950--1988年荒山造

林累计118．3万亩，其中三年飞播造林15．6万亩，保存面积4．4万亩j 1984年以来梁王山

地区退耕造林4万亩，存活良好，1982年开始推广华山松育苗移栽造林，1986年开始推

广营养袋苗移栽造林，1987年起各级领导组织营造示范林，1988年林业部抽样检查1987

年造林成效，核实造林面积精度和成活率均达到要求，名列全省抽查6县之先，1988年

资源调查查明，现有人工林5．7万亩，未成林造林地4．4万亩。1951--1988年种植经济果

木累计7．7r万亩，发展新品种数十个，1984年调查有干果4．ST株，水果38．8万株，桑园

12-01亩，茶园238亩；现有经济果木林近2万亩，干果13．2万株，水果73．7万株，茶、桑

22．1万株，“四旁"零星经济果木18万株，干鲜果年产量可达3000吨左右，板栗、苹

果、桃、梨，棕、蚕茧均有相当的外销商品。

全县日益重视林业，各项林业建设已具相当规模；开发利用经营不断发展。林业

管理机构不断健全，队伍不断加强：1953年设立县林业站，1979年设立县林业局，1980

年设立乡(原公社)林业站，1986年设立公安局森林派出所，办事处设专职林业员，县

至乡村层层建立绿化和护林防火组织，1979年以来林业职工队伍迅速发展，1984年以后

保持在80人以上，大、中专文化的增至10人，1987年评聘初、中级技术人员43人，，县

聘用的乡村林业员、护林员200人左右，集体安排的护林员上千人。林业投资和设施不

断增加：1964年县建立集体林育林基金，共收入育林基金32．1万元，1985年以来，县财

政每年仅支付退耕还林粮食补助款就达20多万元，1985年建立护林防火基金，1988年

县、乡(镇)、办事处均建立林业发展基金，多渠道筹集林业投资，省，市(地)共为

嵩明林业投资135万余元，1984--1986年每年投资均在13万元以上，营林机构经费由70

年代以前每年数千元增加到1987年的14万余元，现有林业管理和经营建筑面积近1万平

方米，专用车辆12部，无线电通讯设备19部，，还有部分育苗、营林、杀虫、测绘、音像等

仪器和机械设备。木材运输、，加工，1970年以后逐步实现机械化，木材综合利用率逐渐提

高，1974年建立县木材公司，现已形成以国营木材公司为主的购销网点。1982年全面落

实山林权属，1983年划分责任山和自留山，“两山’’经营责任制正不断完善。1984年建立

林木种苗站和县国营林场，主要种苗自给有余，国有林向人工营造、综合经营发展。

嵩明的林业工作取得日益显著的成效，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奠定了发展振兴的基

础。

(三)

本世纪以来，嵩明境内森林屡遭天灾人祸损毁和过度消耗而锐减?有林地复盖率降

低约25％，其严重后果和深刻教训日益为人们认识和重视。

本世纪初，境内四山遍布天然森林，后几度遭损，至60年代森林仍足用有余，为昆

明市木材、柴炭重要供给地，随着森林复盖率不断下降，森林资源日趋困乏。1956年森

林面积为1457／亩，复盖率55．6％(总面积260．4万亩)，1961年森林面积为85．1万亩

<含灌木林1．9万亩)，复盖率41．2％(总面积206．5万亩)，蓄积148．7万立方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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