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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 ，l方膨 ：

。 一．一。。r．。．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临沂果茶志》作为地市级专业性果树茶，

树志书，在国内首例开篇，这是临沂果茶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

是山东果茶发展史上的又·丰硕成果o ．； ，．．

沂蒙地区是中国落叶果树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约1800万 ，

年前的第三纪晚期中新世时，沂蒙地区一带环境相当于今亚热带的气候，分布

有多种原始类型的果树。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沂山山旺陆续采集的植物化’

石标本中的就有山楂、板栗、核桃、海棠、葡萄、银杏、樱桃、柿、枣等16属29种 、
。

果树属种，应属山东果树的祖先。从70年代初期在临沂银雀山、金雀山西汉

墓中出土的枣皮(核)、栗壳、桃核、杏核、樱桃核等炭化果实看，秦汉时期沂沭

河流域已广栽多种果树。根据西汉《西京杂记》、西晋《广志》、北魏《齐民要，

术》、元朝《王祯农书》、明朝《东蒙山赋》及《沂州志》等的记载，临沂历史上就属

于北方果树的集中产区。元明清时期梨、柿、栗、核桃、杏、山楂、沙果等果品已
”

是临沂的重要物产。
1

，。

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临沂先民们积累了较丰富的果树栽培管理经验，如

清乾隆年间沂州西石梁人丁宜曾编著的沂州《农圃便览》提出的“修果树”、“接

果树”以及葡萄压条繁殖、核桃播种育苗等，至今仍有沿用。与此同时，利用自

然变异和培育选择，还培育和驯化了一大批传统优良地方品种。大金星山楂、
满堂红柿、大金坠银杏、子母梨、花红绵苹果、帅李、大槎杏以及大花皮核桃、长

红枣、大油栗等均远近闻名，这些地方果树良种成为临沂果品享有较高声誉的

重要支柱。

半个多世纪以来，临沂果树业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迅速恢复时期、集

体经济曲折发展时期、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的全面发展时期和买方市场形成后

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发展时斯，已从传统生产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产
业化。60年代临沂“南茶北引”获得成功o 80年代以来临沂果品、茶叶产量双

双稳居山东省第2位。90年代沂水、蒙阴、莒南、平邑、费县5县均列入全国水

果百强县o 2002年临沂桃、板栗、银杏产量均遥居山东省首位，山楂、杏、柿、茶

叶列全省第2位。2004年临沂果品总产161．0万吨(其中水果151．8万吨)，茶

j·j 1气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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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877吨，果茶综合产值30．65亿元，果茶业已成为临沂农村经济中的一大支

柱产业和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o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关怀下，几十年来，临沂的果茶科技工作始

终为果茶生产的需要服务，无论是资源利用，还是试验研究都做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很大成就。临沂果茶业的发展有着浓重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科技内

涵，苹果矮化密植、山楂幼树丰产、果园覆膜穴贮、茶园区田栽培、板栗及银杏

品种选育、果树整形修剪、病虫预测预报和生物防治等多方面的科研成果达到

‘了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在同行业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为临沂的经济建设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编纂《临沂果茶志》的目的，就是系统客观地记载临沂果树茶树生产的历
、

史、特色和全貌，这是一项集成创新的基础性工作。编纂者本着求实考证，严

正厘定，客观记述的原则，使临沂果茶业中影响较大的史事及技术起源、发展

有迹可循；对地方良种的来历、演化细致考量，慎重评价，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提
，、 供可靠依据。该志较多地选用照片，以期形象地表达特征和增加志书信息量。

。 从本志整体编排和内容质量看，达到了“体例完备，文风端正，存真求实，特色

+突出，科学性、史料性、综合性和实用性并重”的编纂要求，完整地保存了上下

+数百年临沂果茶方面的历史。方志出版社审稿意见指出：“《临沂果茶志》资料

翔实、图文并茂、文表结合、文字流畅，是一部编写比较成功的专业志，充分体
’

现了临沂果树茶树事业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其合理的篇章设置、体例结构

也值得各地修志工作者在编修类似专业志时借鉴o”我认为出版社的评价是相

‘．当客观的，该志既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临沂果茶“百科全书”，也属山东省果

，，茶界的重要文献专著，可为生产、科研和教学提供翔实宝贵资料，又可从品种

⋯资源演变的轨迹中预见到未来果树茶树发展的趋势，有利与时俱进指导生产，

从而起到史志“存史、教化、资政”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经济意义。

．因此，《临沂果茶志》的出版是临沂乃至全省果茶业的一大盛事，值得庆贺。相
r 信该志能对加快果茶事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启示和裨益。

二OO五年六月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观，旨在客观、准确、系统

地反映、展示临沂果树茶树生产的历史与现状，记述全貌，突出特色，力求达到

科学性、史料性、综合性、实用性相统一。。r ’．

’

二、志中时限上限1600年，下迄2004年，有些还溯源至所载事物的发端。

三、区域范围以临沂市现行区划为限，为保持有关内容的完整性，原临沂

地区曾辖区域也有涉及。
‘

。

四、本志首设大事记、总述；中设17个果树茶树专章；末置附录。全书分

章、节、目、子目等层次o
‘ 。

j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文体主要运用记述

文体。彩照集中于前，其余图、表随文而设o
‘

- ‘

。六、遵循详略互见，立足当代，纪事言实，述而不论的撰写原则，力求横不

缺项，纵不断线，大事不漏，事不重出。 ．． 、 。，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志中年代

专指20世纪的年代o 、一 ；r 。

八、对行政区划、地名、机构、隶属关系、职务职称等均沿用当时称谓，必

要时加注现代标准地名。有些称谓重复时用简称。

九、本志中临沂系指地级临沂市或原临沂地区，如涉及原县级临沂市时

均予注明。
+·

十、度量衡单位按国家统一规定，引用原文资料仍按原来名称。 一

十一、主要数据取自统计部门，其次以文献及业务部门核实的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资料以档案、文书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由于资料来源广

泛，出处不一一注明。

‘2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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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 。

明万历二年(1574年)
+”

7月(农历)沂州、费县、郯城大风拔木，横雨穿墙，禾稼淹没。

*1

1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 。

4月(农历)费县、沂州雨雹，大如碗，伤禾，果木折损大半。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

k

是年纂修《沂州志》，记有“果属：桃、杏、梅、李、柿、栗、大小枣、榴、银杏、樱桃、葡萄、

芡、藕、郁李、莲房、荸荠”；“药属．．．⋯·酸枣仁、郁李仁⋯⋯”；“木属．．．⋯·棠⋯⋯”。
肆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j‘

秋沂州、费县、莒州、沂水蝗蝻塞舍，遍野盈尺，百树无叶，赤地千里。
。， 一 P

．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
i

． jr “，u

是年莒县太守陈全国在浮来山定林寺银杏古树旁刻石立碑，称此树“盖至今已

3000余年，枝叶扶苏、繁荫数亩⋯⋯”。该树1982年9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天

下银杏第一树”。
” ：

：
’。

清康熙九年(1670年)
’

12月(农历)沂州、郯城、日照大雪，室庐尽为埋没，寒冷异常，人畜果树多有冻死。

清康熙四十一年(17舵年) 。
“

·j

6月(农历)沂州、沂水境内沂河决口数处，人畜、果木随流而下。， k

清乾隆二十年(17S5年)
“

，

是年沂州人丁宜曾以本地农事活动为背景，刻印《农圃便览》，为月令体裁的农书，

全书9万字，内容包括气象、农耕、园艺、验方等，果树涉及梨、桃、杏、山楂、葡萄、枣、李、石

榴、核桃、银杏。原刻本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清乾隆二十五年(17砷年)

是年刻印《沂州府志》，对杏、桃、李、枣、梨、栗、柿、苏婆、石榴、樱桃、葡萄、核桃、林

檎、沙果、山楂、白果、木瓜等17种果树的性状、类型作了描述。 1．

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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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

5月(农历)莒州雨雹，二尺余厚，树尽秃、禾无存、瓦尽碎、损无算。
●^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6月(农历)兰山县(后改为临沂县)大风拔木，禾粒刮尽。

清咸丰二年(1852年)

3月(农历)费县雨雹，大如茶碗，树枝纷落，地深尺许，望如严冬。

清咸丰三年(1853年)‘
’‘

是年沂水知县吴树声撰写《沂水桑麻话》，记有“邑民多种苹果，成熟时正值沂河水

涨，由水路直往南贩卖，获利者不少”的苹果以及柿饼、核桃、梨、枣、栗等果品生产情况。

清同治七年(1868年)‘

是年费县天宝山区(今属平邑县)出口黄梨5万包。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是年德国人华德胜引入丹顶、一斗金等苹果品种和巴梨、茄梨西洋梨品种以及欧洲

紫魁李、洋樱桃，还有欧洲葡萄品种玫瑰香、甜水及美洲葡萄黑虎香等，在费县洋山林场定

植10亩。此后还设作坊酿制并出售葡萄酒。 ．7

’

f^

．

’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 。

是年沂水县王庄圣母山果园由德国传教士韩智泰引进“洋樱桃”15株，特点是：个

头大、产量高、品质优、味道甜、外观美、成熟晚。同期还引进伏花皮等西洋苹果250株。
’t 、。

。 1
．

7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2月19日(农历) 莒州东北风，天寒地冻，雨落地，水成柱，谓之“地丁”。果树、家

畜、野兔多冻死。，
、 ⋯

，。

是年费县建立乙种实业学堂，设农业、林果、蚕桑三科，招生80人。

一 民国元年(1912年)
，

’

是年莒县农事试验场果树园艺区栽植胡桃、葡萄、水蜜桃、李子、烟台香蕉苹果、大

海棠果、莱阳梨、实生桃共计541棵果树。．， ．．

民国4年(1915年)

是年 日本人谷川利善在《满洲之果树》中记载：1871年美国长老会员倪维思引进的

西洋苹果品种13个，除栽于烟台毓璜顶外，还在山东沂水县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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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7年(1918年)

秋天宝山区梨农近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抗税斗争，迫使官府取消了强征的梨税。

民国8年(1919年)

是年山东省长公署编印《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记有临沂、郯城、费县、蒙阴、莒县、

沂水等县“特别出产及输出”的果品有银杏、核桃、梨、栗、杏、桃、山楂、柿、枣共9种。

民国17年(1928年)

夏临沂、莒县遭受蝗灾，飞蝗行如飞雨，止如丘山，禾稼、树叶被吃光，不少树枝亦因

蝗虫聚集甚厚而被压断。

民国23年(1934年)

冬郯城县白旄乡西白旄村(今属临沭县)高景荣之兄从烟台带来苹果苗，定植5亩。

是年郯城县向欧美出口银杏1500包，价值15000元。

民国24年(1935年)
J^

是年山东省设蒙山天然林委员会，以蒙阴、费县、泗水、沂水四县县长为委员，负责

蒙山林业管理。
。

是年莒县从蒙阴、费县等地引进小绵球、金星等山楂接穗，嫁接在当地野山楂树上

成活。

民国镐年(1939年)

是年莒南县岭泉区前柴沟村孙原昌从大连引进国光、伏花皮、红玉3个苹果品种，

共56株，栽植后成为一处面积3亩苹果园，其中1株国光树1968年产果494．公斤。
^

民国29年(1940年)

春莒南县洙边区西夹河村陈茂河从烟台带回苹果接穗，劈接成功。

春沂南县引进巴梨、鸭梨、茌梨、茄梨栽植建园。

民国31年(1942年)

是年 日本人山崎百治著《支那物产综览》记载：山东银杏主要产地是郯城、临沂、滕

州等地，每年运销121吨。

是年 日本人菊池秋雄在《北支果树园艺》记载：“板栗，泰安、临沂、郯城、峄县、莒县

等有出产。“核桃，⋯⋯临沂、临朐县比较多。”

民国34年(1蝤年)

春沂南县引入日本富有、次郎甜柿栽植建园。

乙7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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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5年(19拍年)

是年省实业厅在费县塔山设立山东省林业实验场。

民国36年(1947年)

春莒县从烟台引进“小国光”、“红玉”苹果苗2000株，在浮来山开荒栽植。

7月 临沂北关苗圃、临沭小埠子苗圃、莒县浮来山林场成立。

1950年

4月下旬 省农林厅首批在莒县建立病虫防治站，由国家农业部拨给喷粉器6部，为

本区使用喷粉器之始。

5月 沂水专署设蒙山造林局。

9月 山东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教授曾勉等到临沂专区考察果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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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1956年

7月中旬 专署农业科召开了各县果树技术干部及园艺场(圃)长(主任)参加的果树

采种育苗会议。

8月初全区遭受暴风雨袭击，损坏树木3．2万余株，损失果品220吨。

1957年
0

1月12日 省财政厅、农业厅联合发出通知，将莒县浮来山、平邑县天宝山、沂源县

荆山、沂水县王庄、临沂县北关园艺场及莒南县果树苗圃的财务关系划归各县管理。

6月8日一15日 专署农业科组织各县果树干部、农业社主任、园艺场长共18人赴

青岛、莱阳参观果树生产。

6月 按照山东省人委决定，本区将果树生产从农业部门移交给林业部门管理。

10月9日 毛泽东主席在《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夺取丰收再丰

收》的报告上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个好例。”是年，国务院授予厉家寨大山

农业社q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的锦旗一面。

7月 至8月间，在省农业厅植保处指导下，由专署农业科组织151人(其中临沂农校

师生130人)的专业队伍，对96个区、708个村、12个园艺场植物检疫对象进行综合普查，

共查出检疫对象17种，其中果树有梨圆介壳虫、苹果腐烂病、苹果根头癌肿病、苹果锈果

病4种。

是年本区先后从烟台、莱阳等地区聘请了75名果树修剪能手到本区传授果树修剪

技术。

是年专署林业局组织果树修剪队14个计177人(其中果树干部27人)，共修剪了

120多个区的果树35万株。

1958年

4月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沂水县召开整山治岭现场会议，提出治山要统一规

划，山上造林，山腰建四园(果园、茶园、桑园、花椒园)，山下造小平原，统一标准，山、水、

林、田、路一次建成。

是年省果树资源调查队鲁中南组到本区调查果树资源。

． 1959年

春全区第一次引种茶叶：未获成功。

是年林业部在苍山县建立核桃生产基地。 ，

是年临沂农业学校开设果树专业，1978年开设茶叶专业，1988年开设果品加工专

业，1998年开设园艺专业，到2001年该校共毕业果茶类中专生2090人。2001年10月，该

校并入临沂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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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

6月23日 省农业厅批复《临沂专区农科所建设任务书》，同意设置农作物、植保、土

肥、畜牧兽医、果树园艺、气象6个专业科研机构。

1961年

4月20日 专区科委将果树快速育苗、果树丰产技术2个项目列为1961年科学技术

重点试验研究项目，由专区农科所、林校承担实施。

8月 省商业厅、外贸局确定平邑县天宝山公社为黄梨出口商品生产基地。

是年专署外贸局组织出口干鲜果品1102吨，其中黄梨800吨、梨干10吨、柿饼100

吨、山楂片100吨、白果20吨、苦杏仁70吨、山桃仁2吨。
●

1962年

10月8日 省商业厅、粮食厅拨给本区1962年度收购苹果奖粮指标19吨，化肥46

吨。 i

10月 在沂源县张庄公社龙旺大队苹果园最先发现苹果小吉丁虫。到1965年沂源

县张庄公社北张庄、南张庄、新村，南岩公社林场以及蒙阴县野店公社野店、朱家坡，石马

公社大石头村，晏子公社新庄等单位的果园，也先后发现了该虫，其中沂源县张庄公社有

1．8万株苹果树被害。

是年国家将苹果定为二类农产品，实行派购，全部由国家包销，禁止私人经营。

1963年

3月 省林业厅将林业部调拨给山东省的新疆核桃混合种子分配给临沂县茶山园艺

场、郯城县马陵山林场等单位试种。

秋本区开始引进试种苕子、草木樨、沙打旺、香豆子等绿肥作物种子。

是年省人委指定临沂专区的黄梨、核桃、栗子、白果为全省集中产区。

是年本区外调柿饼755吨，其中省内(青岛、淄博)350吨，省外(浙江、湖南、辽宁)
405吨。

1964年 ·，

1月5日 省计划委员会、省人委财贸办下达1964年外贸收购计划，其中临沂专区果

品类为梨400吨、杏干10吨、苦杏仁100吨、甜杏仁2吨、山桃仁20吨、白果150吨，总价

值396000元。 、

1月6日 临沂专署蒙山林区管理局成立。

6月12—13日本区11个县267处公社2456个大队遭受风雹灾害。冰雹大的像核

桃、小的像银杏，共损伤果树8．8万株。 ．，

11月 浙江省从本区日照调出柑桔果实(壳)，在检疫时，发现巨峰、涛雒等5处公社

的样品中，带有枳壳实蝇。为杜绝该虫的传播，在其后调往上海、浙江、江西、广西、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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