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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鍪送翁林业事浊走过了弱余举艰苦，

-曲折的发震篷程，经受住了毁林开荒，’破坏自然生

态，受到严厉惩罚，有所认识，开始造林弥补过失，

焉毁拣，褥认识，孬造耩的过程，泡受过资金短谈，

叛貔为纲大农泣熬影穗，僚是塞予裤业所处蕊特殊

地位及其熏要作用，、所以正确的认识始终裔毫够不颧

的战胜错误的作法，以其绿色生命的顽强毅力，不

暌熬翔前发展，创造鑫毫辉篷熬丰功韩续，被誉菇

总翳值得骈徽的三大行业之酋(教育i诗划生育、

林业)。到2003年底全局犬工造林面积达552906．5

公顷，其中：用材棒262841公顷，经济林i590公

顷，骑护林274862。5公壤，薪炭栋9877公顼，其

它辕3736公顷。全燕森林嚣积这853864公顷，活

立术蓄积达46215772立方米，鼠区入均占有林地

一资源0。573公顷，活立术资源29．67立方米。全届

豢棒覆盖率汪达iS。搦，晓1979年提高8个吾分赢。

使整区3000万寄耕地全露实现了林网纯，营区基

本实现了绿化、美化、香化。实现了以生态型向生

态效益型瀚转变，三大效蘸(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经济效蓝)褥到全覆豹提菇茅鐾发爨。．

多年来国家秫业局和省林业露的领簿多次来。

垦区进行检查和指导，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国家林

业羯副局长祝光耀(当时蹩副部长)对爨嚣造捧绿

诧搴遭评价“不怒注南，魅叛泛南”。嚣绿委主餐

t+杨钰说：“我们在爨区行走了七天，始终穿行在袜

网之中，你们的林网化是实实在在的林网化。”省

绿委主任沈积坤羧套完垦区豹捧泣后缀骞感慨遣

巍：“全省都要商黎稍学霹，对祢嚣】豹林韭怎么评

价都不过分。”是的，几十年来，在垦区广大干部、

职工和林业王作者的不懈努力下，这项枣业正在迅

速发展，愁经藏势爨区经济中举跫轻重的事蹙，建

， 戳了独具特色的发溪道路，谴虽然没有惊天建、液

鬼神的轰动，但却脊书不尽的许许多多写在垦区大

地上的实实在在的可歌可液的绿色乐章。

到2003年全垦区竞瑟有鞫多个县臻缀瑷上单

位受蓟省酸窬、阕家林监部、全绿委稻农业部的裳‘

彰，1993年农垦总局造林绿化获全国造林绿化300

镁熬号；1994年“垦区生态转业体系”。建成，垒整

嚣造林缭纭受到省致麝遁令嘉奖，授予“造林缀讫

先进总髑”，同年被评海“全豳造林绿纯先进筚

位”：1995年省政府为垦区造林绿化树“营造600

露亩森棒纪念碑”一座，缀国务委员陈俊生为纪念

碑蘧谲：誊领导梵纪念碑藤写碑文。2003年垦区绿

化获“全阑造林绿化模范单位”称号，涌现出了以

孙俊福为代表的¨批垦区造林绿化和林业建设模。

蕊入夔，隽j基大蔻壤襻融入了掰内容。

F、建场到一九八美年

建场耪袈，巍于急需开荒辨邈建点，这些都需

要爱陵、漫岗遗，两这些地上都长着茂密戆森林，

于是林地就成了开荒建点的主簧对象和牺牲品，。由

予盲垦开荒；秘、管跟不上，造成大量开荒地撂蔑，

仅雩主捋汪分是1958--1962年撂蔻瑟获麴达260万

街，占开荒瑟积的41％，个别农场高遮70％，大甏

积的森林遭到破坏，耕地水士流失、风蚀严重，给

农业生产带来了灾滚性藤果，戮∞年代初，以壳

出农场荛找表鹣一些农场在事实薅蓠寄掰觉摄，开

始进行植树造林，该场从60年代开始，大力营造 ·

农田防护林，熬造林4．57 7／落，占耕地面积的

12．1篙，其中农爨防护拣繁825条，总长2500余娶，

将该场3S万壹辫地翊势成672个障晦，全部农毽

实现林瞒纯，起到了调节气候，防风固沙、蓄水保

墒的作用。此后农田风速降低47％，±壤含水攘增

加3．8一巷．蔼，蒸发鲎减少3。8一?。鞴。，

1960每A蠹一一农场提出了种逸、葵牟发矮拣+，

业的三三制格局。当年营造的落叶松、樟子松、红

松已经长成了栋梁之材，并大蕊积结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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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文化大革翕”阶段，受“戳粮为纲”酶冲

击，先是毁林开荒，继而毁草开荒，生态系统爵次

遭到破坏。在农垦系统经营林业被视为不务正业，

林业单位转产的转产，撤消的撤消，已有的林地交

爨鳇交崮，种粮酶耪粮，出现又一次的盲嚣大瑟蔻。·

垦殖指数急剧上升，高达42．5％。宝泉岭、嫩江、

九三管理局分别达到60．4％、62．9％、75．3％。自然

生态的破坏，风、沙、冻、涝、早等自然灾害频繁

出现。粮豆产量下降，农业生态琢境恶纯。

据1980年宝泉岭管理局调查资料显示：由于

天然林面积减少，农田防护林又没有很好地营造，

在400多万亩的耕地上“风”行无驻，大风次数逐，

年增加，风速增大，二九0农场气象资瓣表明：鞠

年代前未见沙尘暴，60年代前5年发生4次，后5

年发生lO次，70年代前二年就发生9次，1971年

宝泉岭管理局受蹶灾蔼积?O多万亩，占播静嚣积

的1／6，其中毁种33万亩，饲伏58。8万亩，占小

麦播种面积的39％。红兴隆管理局1978年4—5周，

刮5级风20天，6级风15天，7级风6天，总计

47天，造成严重熙蚀。风灾瑟积达36万亩，蠢毽沃

表士被刮走几厘米，种露苗死。一艺安、九三两管理

局水蚀最为严重。赵光农场16队的马大沟，原是

1952年开荒堑沟，因顺沟流水，到1980年便冲成

长1200米，宽25米，深?。5米酶大冲沟，流失土

壤近万立方米，吞噬农田32亩。

1976年兵团撤销：恢复农场总局，新的领导班

子认识到发展大农业必须创造良化的生态环境，丽

只有檀瓣造转右熊建立绿色羼障，保障农业的稳

产、高产。1976年总局党政领导带领垦区各级一把一

手四百余人参观了九三管理局和克山农场农田防

护林建设现场，发出了“建立林业机构，开展农网

醣护林会战”+豹号键。霜年获又在和平牧场召拜了

埋根造林现场会。

1977年总局下发了《关于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

大会战的指示》。

1978年总簏党委在8511，农场召开了有丸名党

娄成员参加的“垦区林业工作会议”，又发出了“两

年猴备，三年决战，五年实现林网化”(历史上称

戈第一战役>的号霹，批评了一些领导“远水不缌

+‘

一2．

近渴”等短期行着鳇错误认识。歙诧拉溪了垦嚣高

速发展造林绿化事业的序幕。

1980年总局、各管理局、农场先后建立健全了

林业业务部门，总局成立了林业局、管膈成立了林

业处，农场成立了辖鲎摹姿，组建了117个专业转场，

100个专业苗圃，生产队，林场配备了茜林员和护

林员，各级林业部门和专业队伍都将农田林网化建

设当成最主要的任务来抓。．为了调动基层植树造林

熬积极性，总局制定了一系列有翻予舞震植树造林

的政策，为此这一时期在垦区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自

上而下波澜壮阔的以营造农田防护林为主要内容

的群众性棱树造林运动。这一对期仅营造农田防护

转129．4万富，占垦区农防林慧瑟积的88。龋。1984

年当年造林93．4万亩，是1976年的6．7倍。

1985年在农场防护林基本完成的时候，总局领

导刘文举及时在锦河农场组织召开了各农场主要

领导参加的“锦河林业会议”，系统总缝了“六五”

期间林业工作，提出了“七五”期间商标准，高质

量建设“双百万亩用材林基地”、“果树基地”的奋

斗目标。

、 二、一九八六——二O O三年

从1986年开始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农场实行

了场长馁期露标责任铡，但毒于承包年限、基标内

容等各种饲素的影响，一些领导者产生了短期行

，为，有的场领导指出：都贯彻条例了，农场有自主

权，我愿栽就栽，不愿栽就不栽。“上边给多少钱，

裁干多少搴，造多少林，农场是颞不了长效益了，

我没这个钱往上搭了。”、“责任状有什么用，我签

的多了。”使植树造林工作出现了“爬坡、打误、

滑坡”现象，造林速度下滑。

针对这些现象，1989年总局支l裁暴筠长，刘文

举副局长又及时在建三江管理局组织榴开了由各

管理局长、场长参加的造林绿化现场会。向各级领

导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克服短期行为，“不吃祖

宗饭，不造子孙孽”，要求各级一把手要年年签订

责任状，要以惩为主，对完不成责任状的要严惩，

直至解除职务，提出了“两个转移”：即造林由“普

遍性”阍“工程性”转移，资金由“总局投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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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集资”转移，并制定了各级领导办点，跑

面，扭转“滑坡打误”局面的措施。 ．

1990年总局王继忠副局长继续带领各局领导

参观了北安、九三管理局造林典型，继续为扭转“滑

坡”、“打误”局面，实现两个战略转移大造声势。

1993年由于受利益导向影响，一些领导急功近

利，削弱林业机构，提出“给钱就栽树，不给钱就

不造林”的错误观点。林业工作又一次出现了波动，

为此总局刘文举局长又一次召开了各管理局领导

参加的林业会议，指出了“不抓林业，不重视林业

的场长就不是一个好场长，谁削弱了林业机构，谁

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指示林业局对完不成任务

的农场场长要在《农垦日报》上点名批评，这对扭

转不利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1995年省政府给树碑以后，．似乎造林绿化

工作已经结束了，无事可做了，一些基层领导产生

了“达标到站”思想，为此，在树碑会议刚刚结束

、时就召开了林业工作会议，不失时机的提出了要以

这次会议为起点，选准新的发展目标，绝不能产生

“船到码头，车到站”思想，树碑是省政府对我们

过去工作的肯定，但也是鞭策和激励。所以会议结

束后，林业局的同志们深入基层展开了以农田防护

林林网化建设缺项情况的调查工作，随后提出了

。“农田林网化补配套，营区和道路高标准绿化”为

主要内容的新的“两化”决战(历史上称第二战役)，

历经两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全垦区“两化”决战

完成造林46．3万亩，验收合格44．2万亩，按合格

面积完成计划的llO．5％，完成义务植树2709万株，

人年均15株，是国家规定标准的3—5倍。新增农

田防护林主副林带7511条，面积14．1万亩，使全

垦区农田防护林主副林带达成66986条，农田防护

林面积达成172万亩；新增高标准绿化营区1 105

个，绿化面积2．1万亩，使全垦区城镇绿化复盖率

比1995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19．8％；新增高标

准绿化道路1818公里，绿化面积1．9万亩，使垦

区自管公路绿化完成率达92．6％。同时，在“两化”

决战中营造江河堤库防浪林3万亩，建设小游园、

小公园52处，修建园林小品276个，植绿篱11．7

万延长米，种植草坪13．4万平方米，各级投资、

投劳达7000余万元，将～个个绿化美化的小康场

队，音条条绿树成荫的农垦公路，一块块林网交织

的北大荒良田展现在世人面前。 --

1995年12月总局再一次召开了全局林业工作

会议，总局林业局局长王景权同志做了“继往开来，

再树丰碑”的专题发言，提出了“树立一个奋斗目

标；把握两条战线；记住七项任务；”建成六大基

地的“九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新的工作

任务。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林业工作由生态型向生态

效益型转变奠定了基础。总局局长刘文举同志到会

做了重要指示，“不要觉得植树造林工作不错了，

差不多了，认为林业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好了伤

疤忘了痛”，“林业生产、植树造林问题永远不能松

懈，要几十年几百年坚持下去。”

1997年底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调

查报告，并在总局党委学习十五大会议上做了题为

《对垦区生态林业体系建设的思考》的专题发言，

党委扩大会议后形成了黑垦发[199．7]10号文件，中

共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委员会、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快垦区生态农业(林业)建设的决

定》，对建设目标、建设依据：标准，完成时间，

政策措施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998年底对10号文

件又做了补充规定。

1999年针对建设生态林业体系发展林业产业

问题又做了两次调查：一是“发展质量效益农业离

不开林业”；二是“退耕造林、建设生态农业、兴

办绿色银行、发展特色经济”。进一步阐述了农林

关系和造林绿化的潜力，植树造林大有可为。上述

两个调查报告为以后的大面积退耕还林打下坚实

的基础。

“九五”期间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力，所以

造林速度在稳定中有所上升，造林质量全面提高：

、 “九五”期间造林验收合格面积145．7万亩，

比“八五”期间增加17．9万亩；其中：1996年造

林验收合格面积22．4万亩；1997年造林验收合格

面积23．7万亩；1998年造林验收合格面积24．2万

亩；1999年造林验收合格面积34．7万亩；2000年

造林验收合格面积40．7万亩；2001--2003年垦区

实施了大面积的退耕还林，实际上垦区退耕还林最

早开始于1983年的查哈阳农场的金边分场，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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