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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宝鸡市，“六山一水三分田”。南有秦岭，西有关山，北有千山、渭河、千河、嘉

陵江等河流纵横交织，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森林资源丰富。

全市林业用地面积1428．19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52．32％。现有林地929．67万亩

(内有太白山保护区，陕西省太白林业局在眉县，太白县辖区的林地243万亩)占林业

用地的64％，主要分布在秦岭林区，关山林区和千山山脉。宜林荒地269．64万亩，占林

业用地的36％，主要分布在千山和秦岭地区。有林地立木总蓄积4972．53万立方米，(内

有省太白林业局，太白山保护区1997万立方米)。林地面积和林木蓄积分别比1975年

。四五”清查时的898万亩和4834．11万立方米增长3．4％和2．8％。天然林主要树种组成，

栎类占55．5％，桦类9．59％，杨类6．99％，阔杂18．7％，其余为油松，华山松。“四

旁"(宅旁，村旁，水旁、路旁)、农田林网树种主要有椿，榆，中槐，桃，杏等杂果

和七十年代后期引进的良种扬树，泡桐等。林内还有经济价值较高的生漆，木耳，毛

翼，杏仁，栓皮栎，猕猴桃，沙棘，竹子，花椒等林特产品和种类繁多的珍稀树木银

杏、七叶树，红豆杉，连香树、冷杉，太自红杉等。中草药有1000多种，风党、太白贝

母，山茱萸等驰名中外。经济价值较大的乌兽定类达100种以上，列为国家保护的珍稀动

物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大鲵，红腹角雉等24种。

约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i80年的2000多年间，全区森林复盖，水草茂盛。约在

∞00耳询．以从事农业著称的周族，徙迁周原后(今岐山、扶风县大部地区和风翔，眉

县，宝鸡一部分地区)，“彻田为粮"，种植五谷。商鞅变法规划农田时，也是采取压

缩森林，扩大农田的办法。于是越来越多的森林被垦为农田。历代封建王朝大兴土木，

滥伐森林。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为修建宫室，在宝鸡，眉县，周至，户县四处“监

司"，采伐岐山、陇山之森林。麟游县隋唐时期，山坡沟岭，白松亭亭，隋文帝修建“离

毫”时，调遣大批囚徒在县北页呤采伐巨木，致参天古树毁之殆尽。宋代建汴京新城，

在青峰山(今太白县境内)伐木。民国时期，繁重的苛捐杂税和连年天灾，农民迫于糊口

进山入林，谋取生路，仅麟游县就有九省十八县的农民迁入，人口的增多加剧了滥砍乱伐

和毁林开荒．据《凤县县志》记载。自川陕公路通车后，过往军队大肆砍伐森林，⋯⋯民

国二十八年，国民党军政部在白石铺设立粮秣实验厂，制造军用饼干，装箱运输，⋯⋯调

来工人，在苇子坪(今三岔乡境内)，大肆砍伐原始森林，，t，由于以上原因，临解放时

我市千山一带己是童山濯濯，秦岭，关山林区林线后退，特别是浅山地区的森林大部分

变成了林相残败，杂灌丛生的次生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森林，发展林业，在废除封建私有

制后，全市人民以“愚公"精神，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护林防火等，经过三十六

年的艰苦奋斗，使林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85年底，全市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

到124．77万亩，其中成林面积79．47万亩，渭北原区、千山一带的防护林建设，取得很

l



大成绩。秦岭北麓东起眉县，西至渭滨区和风县的浅山区，以苹果为主的经济林发展到

8．5万多亩，年产苹果4，000多万斤。“四旁”植树9，900多万株，其中泡桐1．770多万

株，川原区已建设农田林网140多万亩，农桐间作70．7万亩。1980年以来，在凤县、宝

鸡、麟游、千阳县飞播造林65万亩，加快了荒山绿化的步伐。由于大力植树造林，不少

地方旧貌换新颜，荒山披绿装，以渠、路为骨架的方田林网初具规模，大小村庄笼罩在

绿树丛中，干线公路已完全实现绿化，有的路段已开始更新。 ，

1980年一1982年，通过分期分批开展林业“三定”(即稳定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

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明确了林木权属，全市山区，半山区已给群众划自留山、责任

山182万亩，占宜林荒山荒地总面积的78％。建立健全了护林组织和山林管理制度，加

强了山林树木管护，毁林事件大大减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残败次生林得到了恢复和发

展。使森林复盖率由1975年的31．8％提高到1985年的34．6％。

国营林场发展到29个，经营面积达到560多万亩，在林业建设的三路大军中发挥着

骨干作用。林业重点户、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发展到7．548个，林业生产出现了新局
面。

全市25度以上的陡坡地约有62万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9％，近几年已有计划的

将20万亩退耕还林。

随着林业事业的发展，我市林业机构和职工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1985年底，全市

共有林业单位137个，职7"-1，924人，其中林业技术干部400多人，初步形成一支林业生

产，管理、科研和勘察设计力量。同时，在林业科学研究、推广引用新技术方面，也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在三十多年的林业建设中，也出现过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1958年的大跃进在“全

民大炼钢铁"的口号下，大量砍伐林木作炼铁燃料。当时，凤翔，宝鸡等县组成十万农民

大军进入宝鸡县坪头，林光，庙川等地林区，成片森林被毁，1960年一1952年三年困难时

期，社员大种“十边地”，向山要粮，山外的生产队，厂矿，机关单位，学校也上山办

农场，扯吊庄，开荒种粮，使不少林地，草坡被辟为农田，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趁

混乱之机，滥伐森林，树木。近几年来，由于对政策的误解，一些人只顾眼前利益，片面

理解“靠山吃山"，“发挥优势’’，毁林事件及滥伐林木时有发生。凤县在1984年11月

到1985年1月，三个多月时间，无计划生产搪柴棍，抬杠，矿柱，棚，檩材等，共折合

材积达8201立方米，造成了森林的消耗量大大超过生长量的不合理现象。据重点调查和

推算全市森林年生长量约为64．s6万立方米，而年消耗量却达109．6万立方米，高于生长

量的1．5倍，致使成熟林面积不断减少，有的则变成了灌木林。

森林资源的大幅度减少，不仅引起用材紧缺，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自

然灾害频繁发生。在殷周时期(公元前16世纪一公元前771年)关中西部森林分布尚多，

1300年间仅发生旱灾12次，平均1lO年发生一次，雨涝也很少成灾。秦至元代，森林遭

到间歇性的破坏，1600年间发生旱灾296次，平均5．5年一次，雨涝灾害141次，平均11

年一次。明至民国，森林植被遭到全面性破坏，560年发生旱灾817次，平均不到两年即

发生一次，雨涝灾害352次，平均1．7年一次。1981年8月，凤县、太白等县，连降大暴

雨和暴雨，造成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全市有22个国营林场，被洪水毁坏房屋4129平



方米，冲毁林区公路455．9公里，公路塌方521处，水毁桥涵761座，受洪灾最严重的凤

县留凤关林场，场部和工区房屋基本被冲光。全市国有林区经济损失达471万多元。

建国以来我市林业建设，就是在不断发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制止滥伐，滥垦，

乱牧，保护森林资源，抗御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斗每中，重视发展林业的。历史经验一

再证明林业事业的兴衰同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直接相关。森林破坏的基本原因t

_是自然力的破坏，一是人类活动的破坏，而人类活动的破坏则是森林资源减少的主要

原因。这些教训应该深刻记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左"破旧，解放思想，端正了林业发展方向，尤其

近几年来，贯彻执行《森林法》，依法治林，放宽林业政策，稳定山林权属，建立和完善了

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林业生产责任制，改革林业经济体制，给林业生产建设带来了活

力。出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工、农，商，学、兵一齐上，保护森林，发展林

业的新局面。林区的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开始由单一封闭型向多样开放型转变。但我

市林业生产和管理水平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条短腿，林区的资源优势还末变成经济优

势，到1985年丕E整个大农业产值中林业仅占4．3％，远不适应工农业翻番的需要。这些

都是今后在发展我市林业生产中，扬长避短，发挥地方优势不可忽视的主要之点。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卡u绿色能源，是陆地

最大的生态系统，是农业的天然屏障。今后我市林业生产建设必须坚持改革，放宽政策。

稳定权属，提高管理水平，贯彻以“营林为基础吁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

水续利用”的方针，把林业和农业放在同等重要地位，贯彻《森林法》调整好林业内部产

业结构，正确的处理好富山与富民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关系，切实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提高林木生长量。加强秦西用材林茎地的建设和

“三北"防护林的营造，不断扩大森林面积。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搞

活林区经济，因地制宜地积极推广和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开创林业工作的新局

面，为在本世纪末将我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0％而努力奋斗。

《宝鸡市林业志》是记述了从西周(公元前897年)到1985年以来，宝鸡的林业历

史，重点记述了中华入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宝鸡的林业建设。使人们从中了解过去，了解现

状，以利用我市的林业资源为全市人民造福，摆脱贫穷，开拓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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