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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J宇

编纂地方志是中．国优良的历史传统。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内容

、丰富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所必需。肇

．庆市所辖2市8县2区，‘总面积2．27万平方公里，是“七山一水

一分田，半分城镇半分村”的山区，为广东省的重点林区，发展林
业生产对全市经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运用新观点、新方法、

新材料编纂好新型的《肇庆林业志》，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促进

林业建设，富裕山区人民，具有极其重大意义q『

《肇庆林业志》是根据新编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中共

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的决
定如期完成任务鼓舞下，在中共肇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
的关怀下，并得到肇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广东省林业志编辑室直接

指导编纂而成的。这是肇庆市历史上第一部林业专志。

肇庆市林业局领导对《肇庆林业志》编纂工作十分重视，组织

对林业有造诣的工程师和科技人员编纂。他们不辞劳苦深入本市各

县、市档案馆，广东省文史馆、佛山市档案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中山大学图书馆，还到与本市相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梧州、平乐、
桂林、南宁市(县)档案馆、广西通志馆等单位收集史料和调查访

问。资料经过整理、鉴别、核实、筛选，纂成初稿，然后召开《肇

庆林业志》评稿研讨会，听取省、市、县有关专家、教授意见，反

复修改补充，使内容达到系统、。准确、规范o)历时6载，终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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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系统齐全。体例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处理好。了纵横之间的关
系。上限上朔明嘉靖44年(1566)，下限下迄1990年，详今咯古，

立足现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内容具体翔实，文字简明流畅，

具有地方个性和林业特色，达到了修志要求。这是一部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统一的而有实用和历史价值的林业专志，有助于提供

领导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和提高人们对林业认识，更好地建设山

区，达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发展，造福子孙后代。虽然本

志在深度和广度上仍存在某些不足，但仍不失为上乘之作。《肇庆

林业志》的问世是广东省林业界一件大事，现行将付梓，乐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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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林业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市委、

市政府的重视下，在市地方志办公室和省林业志编辑室指导下编写

的。是我市历史上第一部林业志书。

本志翔实地记载了肇庆林业、森林工业、林产化工等方面的生?

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记述肇庆林业生产的兴衰起伏，总结林业生

产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社会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只有继往，才能

开来，只有了解过去，才能认识当代。编写《肇庆林业志》的目的； ．

在于为今后进一步加快森林资源培育、加强森林保护、强化林业管．

理、合理调整林种结构、推动科技进步、提高林业。三大效益”制

定决策、措施提供借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

我局于】987年成立《肇庆林业志》编纂领导小组，开始林业

志的编写工作，除发动本局各科室提供志稿史料外，编写人员深入

本市各县、市档案馆、省档案馆、省文史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中

山图书馆、佛山市档案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梧州、平乐、桂林、

南宁市(县)档案馆、广西通志馆等单位，查阅了几千万字的史料，

经过提炼、筛选，总纂成初稿，并于1992年4月召开评稿研讨会。

在听取省、市、县各方专家意见后，编写人员又经过二年多的努力，

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的修改补充，终于完成志书。

《肇庆林业志》是以本地林业的实际横排事项，详今‘略古，立

足当代，纵述史实的体例。但鉴于一些史料缺失和我们水平所限，

使现在这本志书在深度和广度上，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恳请各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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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陈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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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Ⅱ

一、本志按照1990年肇庆市行政区域范围。涉及各不同时期
的行政区机构名称时，采用当时的称谓。

二、本志内容上溯公元1566年(明嘉靖四十四年)，下迄1990
年。

三、历史纪年，民国及民国以前的朝代，用民国纪年或朝代年
号。在每年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年份，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在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其后
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五、本志采用的量度单位，为方便阅读，除林地、苗圃面积仍
沿用亩外，其它如体积、长度、重量均用公制。

六、本志采用’的资料、数据是以历史档案为主，部门资料为辅，
以统计部门数字为准。为简略文字，只对引用的史料注明出处。

七、本志收录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是荣获原地区、市一
级以上党政部门确认及颁奖为市、省、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八、’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的综合体裁。
志分自然环境、森林资源、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木材生产、

林产品加工与经营、林场、林业投资、科研与教育、机构沿革等章、
节’。以横排纵述，详今略古，据事直书，述而不论，记述本市林业
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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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是一个。七山一水一分田，半分城镇半分村”的地区，北回归线横贯境内中部，

气候温和多雨，光照充足，极宜植物长年生长，对发展林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位于

市区的鼎湖山和封开县的黑石顶两个自然保护区，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水量丰富

的西江、绥江贯穿其中：两江在境内东南与北江汇合．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繁茂、

四季常青，其中有不少驰名于世界的珍贵种类，是南亚热带地区的物种宝库。

肇庆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县治，宋重和元年(1118年)设肇庆府，历

史上是一个多林地区。据清代各县县志记载，肇庆境域林木苍秀、花木茂盛、盛产良材美

竹。民国时期，肇庆境内人1：3增多，伐木焚林，以展拓农地；频繁战事使森林遭受破坏，

以至不少山岭荒秃。民国24年(1935年)，按现在的10县两区版图，有林地面积749万

亩，森林覆盖率为23．8％。在此以后，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护林措施，林地面积略有回

升。到民国38年，有林地面积为932万亩，森林覆盖率27．4％。民国19年至20年，广

东省先后在德庆设置省营第三模范林场，在高要鼎湖设置省营第四模范林场，在云浮县
。 南江口设置广东省绥靖公署第二模范林场。民国29年，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在德庆设立

。西区林业促进指导区”，设置营林，林政课，其业务范围：(一)接管省营第三模范林场

(改为西区第一示范林场)、第四模范林场(改为鼎湖风景林场)、绥靖公署第二模范林场

(改为西区第二示范林场)；(二)协助高要、广宁、新兴、四会、封川、云浮、罗定、郁

南、开建、高明、三水等县政府整顿县立林场以及县苗圃场l(三)协助各县开展森林管

理；(四)推动乡保公有林和承领官荒造林事宜。民国17至23年，先后在德庆、南江13、

鼎湖设立省模范林场苗圃，以及设置县立苗圃和部分区立苗圃。县、区苗圃面积不少于

10市亩，年育苗50多万株，可供人工造林6000亩．造林方面，在德庆、鼎湖、南江口

的省营林场，民国18'-"35年共营造杉、松、油桐、桉类等19610市亩，保存成活88．8万

株I民国19年～30年，新兴、云浮、郁南、封川、德庆、高要县民众承领官荒共5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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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面积42465市亩，政府投资79746元国币。由于种植粗糙，成活率仅三成，乡，镇，

保营造团体公有林，民国29年"-'32年，德庆、新兴、高要、四会、封川、郁南、广宁县

共造林237宗，面积90827市亩。

民国时期，肇庆林区是广东省的工业原料基地。民国25年广东造纸厂曾经在省第三

模范林场(即现在国营富石林场)投资营造15000亩松林，计划用作造纸原料，后因抗

战爆发，没有继续实施。肇庆的竹、木、柴、炭以及各类林特产，、例如松香、桂皮、桂

油、香粉、竹木制品等，作为大宗商品，源源不绝地沿西江、绥江运往广州、江门、澳

门、香港各商埠销售，部分优质产品运销世界五大洲。怀集的杉木、茶杆竹，广宁的青

皮竹，高要、德庆的松香、桂皮，高要的香粉，都以其高产质优称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肇庆林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林业生产贯彻“以营林

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方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造林上，实践了以国营带动集体，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办法，采取人工造林、飞

机播种造林与封山育林相结合的措施，1950年以来，全市采集林木种子804．28万公斤，．

育苗18万亩。共完成造林3175．37万亩，平均每年完成77．45万亩。全部保存面积1912

万亩j保存率60．2％．森林工业，1952"--。1990年全市商品木材产量共计1670万立方米，

平均每年提供43．94万立方米。1986年后，实行限额采伐，年规格木材产量40万立方米， ／
在广东省列第二位。近年来，人造板生产不断发展，1990年，全市胶合板、刨花板产量

为25500立方米，产值逾千万元。1952"-'1988年森工基建国家投资5584．62万元．新建、。

改建林区公路2474公里，森工企业房屋建设面积22万平方米。林特产品方面，全市有

3b多种，其中较大宗而有特色的有松香、松节油、桂皮、、桂油、蓝钟杉、茶杆竹、青皮

竹、香粉、八角等。本市是全国松香重点产区之一，产量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占全省70％

左右。1950年～1990年，全市松香产量合计123万吨。年平3万吨，而最高年份的1987

年产量达7．03万吨。’1990年全市松香出口量为2．5万吨．桂皮是肇庆的另一大宗产品，．。

正常年景产量7000吨，以高要、德庆、郁南为主要产区，其中高要县年产3500吨，最

高年份1983年产量达4124吨，占全市产量的一半以上，居全国首位．高要桂皮生产历

史悠久、品质优良、风味独特，产品畅销世界五大洲。．全市桂皮年出口2000吨．肇庆的

竹子加工，尤以广宁、怀集、高要久负盛名。在清同治以前，竹子主要用于制作土纸、．会

纸、香骨等。现在竹产品达到9个大类。青皮竹篾年产量3000万筒，出1：3 40万筒，被

誉为。正江竹篾”l息戗年产4000吨，其中3000吨出口创汇。竹工艺品有300多个品种，

年值400多万元。。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肇庆林业经历了恢复、发展、整顿提高、振兴四个时期。在

四十年中，虽然森林曾遭受三次大的破坏，但肇庆林业仍然是在不断地发展。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林业的振兴展示了宽广的前景。1990年肇庆大地基本种上了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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