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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市二十周年之际，《东营市林业志》出版发行，这是东营市林业发展史上的一件

盛事，是向建市二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该志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笔，客观记

述了东营林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真实反映了广大林业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奋斗足迹。

展竹历事，经鉴未来，必将促进东营林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东营市土地多为退海之地，土壤次生盐碱化重，立地条件差，造林营林成本高，困

难大，生态环境脆弱。建市二十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人民团结一

心，扎实苦干，大力实施路域绿化、水系绿化、沿海防护林建设、黄河三角洲湿地恢复、

造纸林基地建设等林业生态和产业工程，不断加快林纸、冬枣、蚕桑、种苗、花卉、森林

生态旅游等产业开发，全面推进全市林业生态体系和林业产业体系建设，初步改变了

黄河三角洲缺树少木的脆弱生态，有力地促进了东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2年5月，东营市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林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新世纪人类

面临的共同主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等视察东营时，对东营林业生态建

设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001年，国家“十五”计划确定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联合国工发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确定支持东营市建设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今

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这为东营林业更快更好

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坚信，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乘着党中

央、国务院加快林业发展的东风，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广大林业工作者的艰苦

奋斗，一个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东营，必将以更加繁荣、富强、秀美

的面貌展立于黄河三角洲。

东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03年9月16日



序 二

东营建市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省林业局的大

力支持下，全市林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紧紧围绕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因地制

宜，适地适树，以实现“油洲加绿洲”为目标，以改善生态环境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

坚持生态林、经济林两林并重原则，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启动实施了路域

绿化、水系绿化、冬枣、桑蚕会战、胜利干渠绿化工程、10万亩造纸林试点工程等一系

列重点工程，积极调整林业产业结构，加快了全市造林绿化步伐。同时不断调整完善

政策，深化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林业产业化。大力推广先进的林业科学技术，

加大科技投入，切实提高了造林质量和效益。坚持依法兴林、依法治林，严格执法，加

强行业管理力度，逐步形成全社会办林业、爱林护林的良好氛围。到2002年，全市有

成片林4．03万公顷，封滩育林3．78万公顷，农田林网6．86万公顷，四旁植树1508

万株，建成华北平原地区最大的人工刺槐林18万亩、建成了15万亩冬枣生产基地、

10万亩桑蚕基地、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黄河口国家森林公园，全市

林木覆盖率达到14％，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2002年5月，东营市被国家林业局

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承担着生

态建设和林产品供给的重要任务。2003年，国家对林业又给予重新定位，赋予林业

在贯彻可持续发展中以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以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以基础

地位。林业科学的定位和造纸林基地建设的启动实施，为东营林业发展带来了千载

难逢的机遇。今后，东营市林业将继续实施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以产业化带动现代

化的路子，加快植树造林步伐，拓宽林业产业链，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努力促

进东营林业的跨越式发展。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为撰文存世，使人们从中汲取经验，全

面了解东营市林业建设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研究和掌握东营地区林业发展的特点

和规律，更好地处理在新形势下的林业问题，东营市林业局组织专门修志班子，广搜

史料，严肃考证，精心筛选，辛勤编写，历时5个月成志。《东营市林业志》的出版，无

疑又成为社会各界了解东营林业发展的一条渠道。由于时间紧迫，任务重，志书中难

免存有不够严谨之处，敬请指正。

仅书片言，权以为序。

东营市林业局局长

200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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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东营市林业志》是全面记述东营市林业建设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坚

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建市

以来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的东营市林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断限：原则上限起于1983年10月建市，下限止于2003年6月底。为突出特

色和完整反映重点工作情况，部分章节适当上溯。限于资料欠缺，部分内容截止到

2002年。

三、结构：采用章节体，设篇、章、节、目、子目5个层次。

四、体裁：采用述、记、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体为主。卷首为彩色图片专辑；正文

首设综述和大事记，总揽全书；中设专志15篇，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末设附录。表随

文而设。

五、纪年：全部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引用历史数据时采用历史习惯单位。

七、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为准。

八、有关人物，本着“生不立传”原则，对领导人物只写简历，不作传记，按任职时

间先后排序；对先进人物，按表彰时间列表记述；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高级职称公

布时间列表记述。

九、文字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主要数据由市林业局有关科室和县区林业局等有

关单位提供。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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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1855年黄河改道由山东省人海以来，

形成了现代黄河三角洲。从那时起，旱柳、

杞柳、柽柳等逐渐繁衍，并形成大面积天然

林分。建国初期，在沿海一带，便形成了林

相整齐、郁郁葱葱的天然防护林带。“一五”

时期，现代黄河三角洲有天然灌木林5．53万

公顷，林木覆盖率达到26％，形成了较好的

森林生态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

很好的屏蔽作用，粮棉生产的平均增长速度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人们对现代

黄河三角洲特殊的自然条件，缺乏科学分析

和正确认识，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大面积

开荒、滥垦酷牧，导致林木植被大量减少，生

态环境恶化。土地次生盐碱化加剧，导致新

开垦的农田不能继续使用，耕地大面积减

少。据1975年和1984年两次森林资源调

查记载，10年期间，天然灌木林减少1．3万

公顷，递减速度为年减少8．9％。宜林地每

年以8．9％的速度退化为重盐碱地。从“一

五”时期到1955年，林木覆盖率以9％的速

度递减。垦利县耕地由建国初期的5．87万

公顷，缩减到1980年的3．67万公顷。

到1983年底，全市有片林面积1．02万

公顷，其中水果960公顷，农田林网2．47万

公顷，农林间作266．7公顷，四旁植树680

万株，天然灌木林1．0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3．7％，林木蓄积29．9万方。同时全市尚有

宜林地面积10．67万公顷，宜林网面积20

万公顷，宜间作面积5．33万公顷，蕴藏着林

业生产发展的巨大潜力。

建市后，东营市高度重视造林绿化事

业，提出了建设“油洲加绿洲”的奋斗目标，

制定了城市“森林环抱”的宏伟蓝图。20年

来，东营市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由近

及远，先易后难”的林业发展方针，切实加强

领导，加大投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真抓实

干，林业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经过20年的

建设，林业部门已经成为一个包括造林营

林、种苗培育、森林保护、果园建设、林政调

研、森林公安、护林防火、花卉生产、调查设

计、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学术交流、野生动

植物保护等行业的重要经济部门。林业在

全市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强。

到2002年底，全市成片造林40333．3公

顷，封滩育林37800公顷，林木覆盖面积

91733．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14％，比建

市初提高了10．3个百分点。1994年，全市

达到“全国平原绿化标准”，1996年达到山

东省“八五”绿化标准。2002年5月，被国

家林业局评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

东营市区位优越，地处山东半岛和辽东

半岛环抱的地理中心，是环渤海经济区与黄

河经济带的交汇点，东营港是国家一类口

岸，是连接东北经济区与中原经济区海陆通

道的枢纽，东营飞机场于2001年年底正式

通航，黄河三角洲开发是山东省两大跨世纪

工程之一，被列入《中国2l世纪议程》优先

项目计划，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项目计划

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有力支持。

’1999年6月24～25日，江泽民同志来

厂历
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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