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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萧瑟竭莎瓣蘸漪—————●《郁南县林业志》编纂领导组 一。__

组长：黎高守 。1．

。

．成 员：梁润林 陈其猷(1988年6月前)’ 陈炳详 谭新生(-1091年2月后)

《郁南县林业志》编辑小组

主编：梁润林

主 笔：陈其猷(1988年6月前) 梁润林(t991-年-2 H后)

成 员：陈炳详谭新生

绘 图：胡吕平 胡伯在

摄 影：蔡培初。古沛全 梁润林袁 斌 江少佳(彩色照，!；)

曾志宏 刘宏达 丘松年梁润林(黑白照片厦画刊，展览版面的照片)

《郁南县林业志》审修、审定人

审 修：黎高守 苏兆其 林国辉 江仲和 叶梓球

审定：黎高守

封 面

绿色企业_乡村林场(南江口镇国仓林场)
设计：梁润林 摄影：袁’斌 题字：曾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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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事上限为1912年，下限至1988年底。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事重

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按横排竖写的志体要求，记述本县林业从民国至新中国76

年发展过程。中华民国时期简称民国。文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后简称
建国前、后。

二、本志编写按章，节、目层次排列。,T_2kili誊，40节，记事范围以营林为主、兼述

森工、林区交通建设等内容。并有述，记，附录，及图、表，照片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一

事本末，时间伸延至1990年底。卷首有“前言黟代序。卷末有“附录打刊载主要文献。

三、历史纪年，’建国前按不同朝代名称记速，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建国后一律以公
元纪年。凡写年代者均指20世纪各年代。

四，凡称“党”组织机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行政机构均按当时名称如实记

录。涉及人员职务时，均按原称谓，直书姓名。

五，本志所用数字，以县统计局，档案局数据为主，部分为县林业局统计数字。统计表
内“一秒表示无此数字， “⋯力表示可能有数字，但查找不到。所用资料多来自档案，亦；fl--

部分来自采访知情人或当事人。引文采取随文加注或在句末标注①，②⋯⋯，注释附于章节
之后。

+

．

·六，本志引用的《旧西宁县志》，为张炳瑚复纂，上限清道光九年(1829年)，下限光
绪三年(1877年)。

七、本志所用度，量、衡单位，除林地、苗圃面积用市亩外，均用公制。

八，本志文体除建国前一些资料引用原文外，俱用语体文，彩版内文用繁体字。

九，志中涉及的古地名，均用原称，加注今名。

十，本志记述本县林业建设史实以集体为主，涉及国营林场活动时，均另作一段处理。

而县内4个国营林场的史实，则在林场章内分别予以独立记述。



．‰!苎，
刖 吾

郁南县是“八成山地一成田，半分河道半分村”的山区县。属全省47个山区县、16个重

点林业县(局)之一。本县自然条件较好，森林资源比较丰富，风土树种较多，林副特产亦

不少。山区群众素有“靠山吃山，吃山养山”习惯和经验。发挥山区优势，发展林业生产，

治山致富当为全县41万人民群众必由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39年，本县林业建设经历了起伏兴衰曲折的发硬过程，可概括
～

为：高(潮)一低一高一低一高，马鞍形的几个阶段。其间每一过程之所以起伏，兴衰，自有

其因果。从中可以摸索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发展规律，可以发现改革生产关系、上层建

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部分和环节的必要性和必然趋势，可以吸取成功与失败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可有助予后世领导者运筹帷幄，有利于正确决策而免

蹈覆辙。

盛世修志，意义深远。按照县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县林业局决定编写《郁南县林业

志》，作为地方县志的补充。本惠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为指导方针，运用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则，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运用

横排竖写、以时系事的方法，翔实地、系统地把本县林业建设历史的全过程加以记述，冀专

， 志对当代及后人在本县林业建设，治山致富以及林业科研进程中，有所启迪，有所借鉴，以

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

本志自编写至成书，五易其稿，为时四年。这是本志编修工作者辛勤劳动和广大林业职

工，干部热心支持的共同结晶；也渗透着各级领导，有关单位、各界人士关注与指导的隆情

盛意，乃能促成其事。今本志付梓面世，感激之余，谨致谢忱。

《部南县林业志》编纂领导组

一九九一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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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今郁南县域汉属苍梧郡端溪县。晋置都城县，属晋康郡。隋属苍梧郡。唐改属康州。宋

。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复入端溪县。元续称端溪。明万历五年(1577年)置西宁县，属罗

．定州。清仍为西宁县，隶属不变。民国三年(1914年)始改磁南县，以避免与青海省西宁同

名，且西江古称檬水，本县位于穆水之南，故名。建国后，’仍置穆南县。1956年汉字简化，

简穆为郁，故改称郁南县。1958年与罗定县合并，称罗南县，1961年分开，恢复郁南县，直

一至1988年，隶属肇庆市。 ．

本县位于广东省西部，西江中游南岸，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东经111。217～1110547，北

纬22。487～23。19 7之间。县境与云浮，罗定、封开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岑溪等县接壤，

隔江与德庆县相望。境内以丘陵低山为主，云开大山有一支脉自西北向东南伸延，把本县天

然划分为南，北两片。地势中部高而分向南北倾斜，西、南部属丘陵，东，北部和中部属山

区。金菊顶位于中部，海拔876米，为全县最高峰。东部的都城、附城，罗旁、南江口等乡

+镇靠西江沿岸，既属山区又属低水区；较大的平原在连滩，东坝和平台等乡镇的部分地区。

全县东西宽56公里，南北长66公里，土地总面积1963平方公里(折合294．45万亩)。其中：

山地面积1565平方公里(折合234．75万亩)，占79．7％，丘陵334平方公里(折合50．1万亩)，

古17％’平原64平方公里(折合9．6万亩)，占3．3％。全县耕地面积24．81万亩，水旱田占

20．18万亩，按农业人口计，人平0．69亩，林业用地面积196．21万亩，人平5．5亩。1988年全

县设置13个镇6个乡，总人口41．77万人，其中l农业人口35．94万人。县城设在都城镇，依

山面水，为全县经济．文化中心。

本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1．4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39．1摄氏度，极端最低

气温零下3．1摄氏度。无霜期常年为322天，年平均降雨量1400毫米，年日照在1650小时以

上，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1％。

本县自然条件较好，物产亦较丰富。矿产有铁，钛，钽铌，煤，铝钒土、锰，锡，白云

石等'农产主要有水稻、木薯、花生、桑、麻、豆类等，山区常见植物有46个科145种，盛

产木材、桂皮、松香、竹篾及药材，名优特产有庞寨荔枝、都城蜜枣、建城无核黄皮、竹笋，

‘天马山甜桃等。境内还有属省、地管辖的4个国营林场。

本县水陆交通方便，距肇庆陆路162公里，水路124公里，距广州陆路273公里，水路293

公里。县内公路总长576公里，19个乡镇均可通车。轮船可通航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及本省珠

江三角洲各埠，为两广边界地区交通枢纽及商品集散地。县内河流属西江水系，西江干流经

县境56公里。主要支流有南江河、．罗旁河、黑河、平台河。 ?

本县是广东省47个山区县之一。境内山峦起伏，绵亘交错，明、清及民国期间有“九山

一田’’之说。建国后又有“八成山地一成田，半分河道半分村"之称，实为本县自然面貌特

点的概括。本县人民生长于斯，向有“靠山吃山、吃山养山”习惯，而养山、耕山热情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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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及政策、体制有别而异。

清末至民国初年，本县有山林170万亩，以松及阔叶天然林及次生林居多，人工林及经

济林甚少。境内南部树木稀疏，中部山高林密，绵延成片，北部林木参天。是时林业发展受

到历史条件限制，守业为艰，山火频繁成灾，人为滥伐时有发生，，森林资源得不到保护，更

谈不上开发利用和发展。民国后期，本县曾有苗圃、林场各一处，面积共为312亩。到民国3＆

年(1949)全县山林已减至107万亩，多在腹地山峦之中。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设林业(科)局专管林业建设。39年来，本县林业生产随着体制和

政策的变化而起伏，走过“高一低一高一低一高，，三个高潮两次陷入低谷的历程，既有成就

亦有教训。1953年土地改革后，本县群众性造林正在起步，1955"*1958年，农村实现合作

化，毛泽东主席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县内先后办起4个国营林场，全县开展大规模人

工造林，改变“松会飞花、杉会萌芽，，的1日观念，首次掀起以直播松为主的造林高潮，年坶

造林3万亩。1960--1963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本县和全国一样出现暂时经济困难，

是时山林均为集体所有，全县“大炼钢铁”、“放财贸卫星”均向山上砍木材，山林遭到破坏，

且造林又大搞“兵团"作战，粗种少管，成活率仅为28％。此数年年均造林只1．3万亩。其i

中1961年仅6167亩，全县林业生产第一次陷入低谷i 1964--1968年，经过60年代初的调整，

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1964年肇庆地区

专员公署决定营建“西江走廊用材林基地"，并把本县划入基地之内。中共郁南县委和县政

府因势利导，．大办社队林场，决心振兴郁南林业，开展以国家与社队合作造林为主的群众造

林活动。先后办起社队林场182个，年均造林近lo万亩，且连片集中，5年间营造了大片用

材林基地。走出一条投资少、规模大、高标准、成效快，发展林业生产的新路子，掀起本县

第二次林业生产高潮。先后有中央林业部副部长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考察团、省内外

133个单位6569人来县考察参观，县委副书记在全国林业会议上和中央电视台座谈会上均作

了发言，社队林场成果亦先后在全国及省农业展览会上展出，并由人民出版社向全国发行画

刊及《南方日报》作专题报道。1969,--,1983年，本县林业生产第二次跌入低谷。前期正处在

“文革黟期间，继而“学大寨"片面毁林造地，再是办采育场，砍多造少，80年代初农村体

制新旧交替，社队盲目提高分配水平，向山要钱，出现乱砍滥伐，山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1984年全县有林面积由1973年157万亩降至104万亩，甚至比1949年还少3万亩。1984年后，县

委、县政府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方针、政策新精神，有计划地调整林种结构，

正确处理好用材林与经济林、针叶林与阔叶林、纯林与混交林等关系。1986年作出“五年绢}

化郁南大地砂的决定，并认真贯彻《森林法》，以法治林。同时按照省委指示，巳进行稳定：

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划定自留山、责任山、合作山，调动国家、集体、个人三．

者积极性，多渠道集资，长短结合，掀起以营造阔叶林、果树为主的第三次林业生产高潮。

营造了大片经济林和速生丰产林、绿色防火林带及种子园，年均造林超过10万亩，1987年仓I玉

建国以来一年造林13．8万亩的历史最高纪录。

39年来，本县林业生产经过不断实践、摸索发展，初步建立起以自采、自育、自种为基

础的营林，管护．科技、采伐、运输、购销、’深加工等一系列生产体系，并以乡村林场为阵

地，实行群众造林与工程造林相结合。历年建办林场、营林生产、林区交通和各项基本建设累

计共投资5000万元，生产木材250万立方米。1988年全县有林面积140万亩(不包括国营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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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万亩)，比1949年增]J933万亩，绿化率75．56％，森林覆盖率53．57％．而且分别建成用

材林，松脂，肉桂，毛竹，茶、果商品基地共100万亩’保持乡村林场88个，有林面积34．86

万亩，发展种养结合的个体小园，场1．4522万个，小山庄339个，经营面积15万亩。这些基地

和场，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按政策处理好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实行集约经营，采育

结合，适地适树，使林种结构趋于合理，森林病虫害、山林火灾和乱砍滥伐得到控制。1988

年全县活立木蓄积量280万立方米，年生长量20．8万立方米，减除当年消耗量纯增11．7万立方

米，保持了生态平衡。林业产值5113万元，为1949年18万元的284倍，加上竹木制品深加工

和林产化工商品，合计产值达9740万元，占同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0332亿元的19．35％。

综观全县林业发展，前景喜人。但还有51万多亩疏林和未成林地及4万多亩零星荒山，

共占林业用地28．5％，不但未完成全县绿化，还导致降低亩山产值，林副特产开发利用和深

加工，增加林业商品种类，提高商品价值，尚处于起步阶段，步子不快，规模不大，且技术

力量薄弱，近2万亩25度坡以上开荒种杂粮的山地未退耕还林，以致水土流失未能根治，且

影响农田高产稳产，大面积针叶纯林的现状仍未得到彻底改变，将会导致森林病虫害，特别

是松毛虫的发生。今后，在迅速完成全县绿化的基础上，宜以管护为中心，深化林业改革，

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克服存在的各方面薄弱环节，当可发挥山区优

势，获取更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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