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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怀柔县林业志，从1987年5月起查阅档案收集材料，调查走访

老干部15位，科技工作者和老农3 7位，其它方面人士12位，9月

拟出篇目，12月印发s2份广泛征求意见。1988年1月始编，5月

完成初稿。印发55份，再次征求意见，1988年9月30日林业局

党组邀请从事过林业工作的老前辈和工程师、农艺师代表进一步

座谈修改，1 2月付印，历时一年半。

怀柔林业志本着横排竖写的原则，上限起于1949年，下限断在

1987年。总的编写过程是在北京市林志办和中共怀柔县林业局党

组审核指导下进行的。

编写的根据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和六中全

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详今略古以，记实、叙述的方法反映怀柔县林业发展

钓历程、面貌和特点，目的是为当前深化改革提供参考依据，为

后来的林业决策者提供历史信息。

在采访和查阅档案资料中，得到怀柔县档案局管理科、民

：政局民族科，文化局文物管理所、怀柔县规划局局长庞果元、北

京市慕田峪长城旅游办事处，中共怀柔县委党史办、怀柔县绿化办

’副主任周志安，怀柔县财政局科长甄国安、范丽、怀柔县社队经

委张洪义、怀柔县统计局宋长生、怀柔县林业局龚书清、以及林

业局各科室、场站和从事过林业工作的老同志：金裕、杜宗福、

马尚俭、朱希尧、齐庆生、周学方、王知甫、潘新胜、明绍字：

傅秉铎、鲁志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

编 者

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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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县林业志

代序⋯⋯⋯怀柔今古

怀柔县之名，始见隋开皇，但昔之怀柔，乃今之顺义。明洪

武元年，改擅州为密云、怀柔二县，始立今县。据康熙辛丑年记

载，怀柔疆域，东西延袤100里，南北延袤40里。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期间，丫髻山一带划入平谷县建制，、昌平县的部分村庄划

归怀柔县。1951年至1956年，先后有滦平、赤城、顺义县的部分

地区，划归怀柔县管辖，至此，怀柔县由东西长南北窄演变成南

北狭长128公里，东西最宽处46．5公里、最窄处10．5公里。东邻密

云，南接顺义．西南靠昌平，西依延庆，北、西北、东北，分别

与河北省丰宁、赤城，滦平县交界。全县所辖21个乡、1个镇、293

个行政村，1068个自然树，7万多户，24万多人。怀柔县在明、

清两代曾分别隶属过昌平州和顺天府，建国初期为河北省通县地

区管辖，1958年春，通县专区撤销，怀柔划归承德，同年10月划归

北京市。
‘

解放初期的怀柔，全县共16 7个行政村，221 3S户97041A．，县

城面积0．7平方公里，建筑以土路和砖瓦平房为主，居民只有741

户，2810 I-1人。建国后怀柔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奋发图强，勇于进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城乡面貌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日新月异。

截止到1987年，县城经过改造后，占地面积7．5平方公里，人日

5．2万。昔日窄小的泥土街道，已为宽阔的沥清油路所代替。1984



年至1 98 7年共绿化美化j-1 7条街道，栽树6590棵，栽花丛2500墩，

铺草坪1 5577平方米，新建了龙山、迎宾路等3个街心公园，有

喷泉3个．仿古凉亭5座，全城共绿化面积66万平方米，人均占有

绿地14平方米，形成以迎宾路。西大街为纵、2龙山路、．商业街为横
的“井”字形道路网络。东起火车站．西至龙山脚下的龙山路中

间有两排常青树和花丛为主体的绿化隔离带，机动车和自行车各

行其道，成为一条1 300米长、36米宽的绿色长廊。座落在县城西

侧的怀柔水库与城中心只隔龙山，有碧水青山映半城之感，沿府

前街向西走，不足400米登上龙山，可俯瞰全城风貌，向西望去，

群山环绕，水平如镜。清康熙年间怀柔知县吴景果“无端触拨江

湖梦，万倾苍波一叶舟”的诗梦已变成现实。
‘

怀柔的农村建设发展较快，建国后大力兴修水利。先后兴建

大。中、小型水库1 7座，总蓄积量为1．68亿立方米，有70％的旱

地变成了水浇田，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由解放前的1 00公斤左右，提

高到、1983年的400公斤以上，农民的生活水平正由温饱型向小康转

化。农村人均集体收入已由1978年的12l元提高到1 98疗年的493元。

农村乡办企事业截止到1986年已发展到732个，总收入20113．8万

元，占农村三级集体总收入的73．4％。其它经济所占的比重是：

农业占1 7．8％，林业占5％，畜牧占】．9％，渔业占0‘．2％，其

它占1．7％。 ，

怀柔县的工交财贸进入80年代有较快的发展。1984至1986年，

怀柔县与国内外联合开发200多个工业项目，1986年和1981年相

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4％，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138％，城乡人

民储蓄增长57％。大都瓷厂生产的仿古瓷在国际市场享有声誉。

怀柔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开发的西洋参种植业，已列为全国的

西洋参基地之一。

怀柔县的交通极为方便。京——承(德)、沙(城)——通(辽)

大(同)——秦(秦皇岛)三条铁路在怀柔通过，两大编组火车站，，
r分设在怀柔县城的南北。京密、怀丰两条公路，在怀柔交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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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三级公路已成网络。村村有公路，乡乡通班车。

怀柔县是北京北部旅游开发中的重要景区之一，雄伟的万里

长城在怀柔县境内绵延60公里，而且保存较好，已经开放的慕田

峪长城，被评为新北京16景之一，正在开发建设中的雁栖湖水上

游乐园，占地7平方公里。建于唐代的古刹红螺寺，有一年多年的

历史，寺内的雌雄银杏古树和珍贵的松柏、国槐，令人游而忘返。

沿怀丰公路北上，有长达40公里的次生林和灌木丛，以及一些珍

贵的人文传说，古屯兵城、古墓碑、古洞、古石塔等，尤其有不

少名木古树已被列为县级文物，登记造册，加以保护。

怀柔的文教卫生事业有相应的发展，在怀柔城和汤河口，都．

设有文化馆、影剧院和县级医院，县城设有肛肠医院、中医专科

医院。怀柔师范学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师资，普通中学分布

城乡，小学教育已达普及。

为适应开放、搞活、发展社会主义商晶经济的需要，1984年

至1986年，新建各类宾馆、饭店6万多平方米，增加中、高档床

位2000余张。据1985年至1986年的统计，共接待中央和市级会议

15万人次，国际宾客1万多人次。全国各地来怀柔参观考察者

14．3万人次，旅游观光的120万人次。

1986年在怀柔县举办了中、日马拉松赛，国际长城友谊赛和’

32个国家或地区参加的国际宗教和平会议。

怀柔是一个多民族的县，全县有满族乡2个，满族材28：

个，共有满族11 500人，回族“5人，苗、壮、蒙、藏等少数民族

33人。党和人民政府在发展经济、文化、教育、民主、民生等多

方面对少数民族予以优先照顾，使他们各得其所。

怀柔县的乡土民情适中，人民勤劳、诚实、善交、好客。自1982：

年以来，已从外地引进人材800余人，极大地推进了地区性的开

发和建设，全县人民正在沿着中共十三大指引的方针、路线奋勇

前进。



第一编概述篇

一、，自然概况

怀柔位于北京东北方的军都山下，距城区二环路50公里，地

处北纬40。14～41‘04，东经116‘17～116。53。南北长，东西窄，

呈一个亚铃形。在全国自然区划中，属东部季风大区的暖温带北

部，主要属冀北间山盆地范围。全县总面积2557平方公里，山地

占总面积的88。3％。

怀柔属燕山山脉，海拔由南向北逐渐升高，最低点(梭草村)

34米，最高点孙栅子村(南猴顶山)1696．7米，基岩多为花岗岩、

石灰岩、火山碎屑岩等次之。

中山区多为棕色森林土，低山丘陵褐色土，平原有褐色土、

潮土和水稻土。气候的特点：春旱风多，夏热雨多，冬寒晴燥，

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6～12度。年平均降雨500～

700毫米，无霜期150-'---200天。一般的规律是海拔每升高100米，

气温下降0．6度左右。由于受山川小气候的影响，怀柔城区的气

温比北京市区的气温低2～3度左右。每逢夏季，温和湿润、

凉爽宜人。

怀柔县境内有四级以上河流1 7条，年平均入境水9．5亿立方米，

出境水7．8亿立方米。分属潮白河和北运河水系，白河在本县汇

水面积1280．7平方公里，北运河在本县汇水面积60．4平方公里，县

内怀河流域汇水面积766．S平方公里，潮白河在本县边界汇水面

积24．8平方公里。全县有水面12万亩，年产鱼70万公斤，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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莨量4：8亿立方米．’‘

怀柔县的矿产资源丰富，在明清两代即有小型的铁、银开采，

抗战期间北部山区开采过萤石和金矿，解放后地质部门勘测，怀柔

县有多种矿产贮藏，喇叭沟门金矿、前安岭铁矿已先后开始采矿。

怀柔县的植被条件较好，天然植被类型主要的乔、灌、草植

物2011多属300多种。

药用植物蕴藏量1 50多万公斤，大量的种类有：苍术、知母、柴

胡、黄芹、酸枣、地榆、马兜玲、白头翁、益母草等。

二、森林历史

怀柔县的森林历史没有文献记载，根据华北地区有关植被演

替的资料推断，怀柔县的北部山区，曾是一个多林地区，至今在悬

崖峭壁险峰仍存有森林的痕迹。～些山区村庄的命名也是以树为

前提的，如椴树岭、菜树沟、松树台、榆树店、杨树沟等。怀柔

县西部山区，古代森林茂密，明清两代，为了保持皇陵(十三陵)-

周围的风水：曾下令封山，对黄花城一带的森林严禁樵采。’．

怀柔县的平原，在明清时代就少林缺木，除山村、寺庙有一

些树木外，大部分平原多见风沙，明朝官员曹代肖q}不柔道中五

律诗曾说：“⋯⋯汉塞风沙裹，严城鼓角边。⋯⋯”

据清朝康熙55年记载t部议核定，怀柔大小五桥，工料银共

一百五十两三钱，因怀柔无木厂，每逢搭桥须往外地购货，脚费

颇多，且货价有定额，而用木无定额，因每年洪水冲桥次数无

定。”由此可见，当时怀柔的木料是何等的贫乏；

怀柔山区的森林经过历史上各方面原因的长期破坏，大多是

幼林，许多地方已成为弯拐腐朽木较多的残次林，据1982年林业

资源’调查：全县尚有天然次生林总面积476523亩，总蓄积为

590940立方米，按全县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占有木材3．1立方米，

主要优势树种为栎、桦、杨，松、柏、椴等。其中：幼龄林426740亩，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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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林分总面积的89．53％，中龄林49788亩，占林分面积的to．45％。

林种的构成情况是’：用材林343331亩，占林分面积的42．96％，

防护林128497亩，占林分面积的16．m8％，经济林322595亩，占林

分面积的40．3 7％，薪炭林1498亩，。占林分面积的0．19％，特翔

林3197亩，占林分面积的0．4％。

森林复盖率(包括人工林在内)1982年全县平均28．7％其中，

山区30．5％，平原11．3％。

三、发展历程

1949年至1952年，主要的任务是生产救灾，在生产救灾中保

护林木，恢复与发展林业生产。因为，解放前夕，怀柔有43个村，

4664户，20416人，荒抚土地3．5万亩，无家可归，过着吃树叶，

挖野菜的艰苦生活，加之1949和1950年连续早涝成灾，全县不足

三成年景，山区人民主要靠砍木烧炭、旋烟袋杆，抗灾渡荒≯面

临这种紧迫情况，中共怀柔县委于1951年1月安排农村工作时

指出：“农村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救灾，在生产救灾中注意保护林

木，恢复和发展林果生产，长城以北地区以嫁接大扁为重点，长

城以南地区多栽核桃、粟子，在一切有条件地方都要进行封山育

林，保护村庄的照山和风景林，严惩毁林事件”。怀柔县人民政

府于1951年3月发放贷款4．500万元(旧币)，喷务器40台，支援果

区．当年新栽各种果树286250株，1952年春，中共怀柔县委要求

各地，要把现有的宜林荒山、荒滩划给群众(山地权不变)，组

织群众合作造林，谁造谁有，保树木，保果园，促生产，全县人

民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发扬老根据地的光荣传统，积极开

展爱国增产节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广大农村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景象。

1 953年至1 956年是林业生产有计划发展的阶段，中央宣布执

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河北省农林厅颁发林业发展纲要，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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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制定出农林牧发展计划，在林业生产上，要求各村以乡土树种

为主，实行自采，自育，自造林的方针，县政府采取贷给种、苗

的办法鼓励群众造林。为加强技术指导，县农林局子1953年4月

建立起林业技术推广站，分别在吉寺、慕田峪、一渡河抓点，取得经

验后推广全县。据统计，1953年至1956年，全县共造林93778亩，零

星植树2849000株，封山24．1万亩，造林的特点是要求严，质量

高，西坟村西山直播油松500余亩，有阎瑞年劳模精心掌握，带

头实干，成活率达90％，保存率80％，现已郁闭成林。

果品产量由1952年的333．S万公斤，提高到1956年的600万公

斤，出现了建国后第一个果产高峰。

在这个阶段出现的问题是，在合作化运动中，曾连续出现乱砍

树木的现象，县委县政府采取紧急措旄，作了及时地制止和纠正。

195Z年至一1965年由于左的影响，林业生产呈现起伏不稳的

状态。

1956年11月怀柔县人民政府为发展林业生产，加强林业工作

静领导，在原设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的基础上。新建林业科，下属五

个区域性的林业技术推广站，分别设在：沙峪、马家坟、琉璃庙、t

长哨营、汤河口，，但因合并机构于1957年12月，又撤销林业科，五

个林业站在1958年好大公社领导，从此林业生产华而不实。

一1958年在“大跃进”的口号下，林业生产数字青云直上，据统计

1958年造林62．1万亩，为1957年的13倍，为1949年的100倍．所

列数字多为好大喜功而来。因此，从1959年起，林业生产的数字

、叉出现连年下降。1959年的造林数，比1958年的造林数下降1 57i

多亩。果品产量由1958年的6015650公斤，下降到19 60年的

4739250公斤。

1,961年是一个转折点，自从贯彻中央农村12条、60条和林业

18条以来，怀柔的林业生产逐渐回升。 一

中共怀柔县委在学习中央文件，．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基础

；毽乎1961年4月决定，采取10条措施，加速怀柔的林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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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县委第二书记刘志远、付县长(县委常委)郭炜主抓
林业工作。

2．县人民委员会专设林业局执行日常工作。

3．各公社党委书记挂帅，设一名付主任负责抓林业生产。

每个公社配备二名林业技术干部。

4．七月初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三干会，专门研讨今后的林

业发展。

5．’果树试行“三包一奖”的管理办法。

6．县人民委员会颁发护林布告。

7．调整果产区的口粮指标，对出售干鲜果品实行奖励的

办法。

8．深入宣传落实中央发布的，关于林权的若干规定。 r

9．在以粮为纲的前提下，开展林粮问作，因地制宜地发展

各项生产。。

10．各生产大队要逐步建立起林业专业队。

1962年和1963年县委县政府进一步贯彻奖励果产区，鼓励呆
农的政策，大力支持造林育苗，给予适当的粮食补助，促进了林．

业的发展。据统计196t年至196s年共造林177474亩且质量高。喇，

叭沟门林场已经郁闭成林的2000亩油松就是60年代初期营造的。

1966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林业生产发展缀陧，

天然次生林遭到严重破坏。

怀柔县人民委员会制定出1965至1970年的林业发展规划，由

予一“文革”运动而告吹，1966年下半年农林局除留二名一般干部．

料理日常工作外，其余干部都投入运动中去，196 7和1968年全县

的造林育苗没有行动，在历史统计资料中这两年是一个空白。

1968年7月，怀柔县革委下令：改西大荒林场为“五七”干校。干

校建立后，盲目地砍伐了成片的杨树林，并为了基建，组织干校学

员到我县唯一的风景区红螺寺砍伐松树。喇叭沟门公社的一些生

产大队“文革”一开始就成立起木材采伐队．到I 976年除把本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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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林进行一次拔大毛式的乱砍滥伐外，还砍伐国有林137l亩。

十年“文革”中，全县林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在片面

强调“以粮为纲”的影响下，平原的地边树，山区的坝台树不少

被砍掉，理由是树荫遮地，影响农作物生长。有的地区在治理河

滩，改河造地中砍了栗子，核桃“【j区每年杏收和麦收，秋收和秋季

造林均得不到合理的妥善安排，竞然出现了不收完麦子不能收杏，

不完成收秋不能造林的现象。个别地区把群众在不能种植农作

物的河滩和山丘上种的树，也限期拔除．还召开所谓“拔树现场

会”。社员房前屋后的零星自留树也被收归集体，还说什么“粮食

不过江，造林顾不上”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

管林造林积极性；

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全县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克服了各种困难，

对发展林业进行了必要的努力。在全国林业会议的促进下，怀柔

的林业有了相应的发展，一些林业干部从1971年10月份起，先后

从“五七”干校调回农林局。从上而下的学习全国林业会议文件

怀柔县革委会下发了1972年至1975年的林业发展纲要，通过学习，

大多数基层干部深刻地体会到，片面地以粮为纲。是改变不了山

区面貌的。崎峰茶．八道河两个公社，’率先确立“山区以果林

为主的指导思想”主栽核桃、栗子、营造落叶松，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全县的果品产量也有所好转，l 972年达到9229000公斤，比

1966年8704000公斤增长6％。

．1975年的育苗比1974年增加31．8qo，1 976年造林比1 975年

增加11％，蚕桑生产有所下降，养蜂事业基本稳定。

1979年至1987年的9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指渤

下，林业发展步伐加快，质量提高。

中共怀柔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9 79年3月重新组建林业

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把优秀的科技人材提拔到各级领导层。

为使林业生产纳入有计划的发展轨道，1980年组成专业调查队对

全县的林业资源现状，进行了普查。在弄清底码的基础上，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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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的做出了全县的林业区划和绿化总体规化。

怀柔县人民政府1980年对林业投资301000元，县、社，队三

级共花在林业建设上的钱1260000元，是1979年的4．1倍。

1981年至1983年连续在提高造林“两率”方面下功夫1984年

大搞两山划分当年造林16万亩，封山育林育灌2．1万亩，在北部山

区，推广大铺池沟的荒山造林和庄户沟门的沟谷河滩造林经验．

全县的造林成活率有明显的提高，从1985年起，荒山造林的重点转

以飞播为主，198s年至1987年三年共完成飞播造林395196亩，

与此同时进行了薪炭林基地和四大果品基地建设，城镇绿化美
化，全民义务植树取得了较大发展，1984年8月31日怀柔县被誉
为北京郊区一枝花，1985年被评为北京市林业先进县．1986年怵
柔进入全国绿化先进县的行列。

四、经验、现状

(一)、1979年以来由于各级领导注重技术，增加投入，实行1

承包责任制，依法治林，科学造林等综合措施，不仅使林业发展

速度加快，而且绿化的效益也明显地增加。1979年到198S年全县累

计完成造林47．4万亩，造林保存面积20万亩，是1 989年到1978年

造林保存面积的五倍。

，平原林网化已初步形成，共建林带2165条，防护面积18万亩
占88％．平原林木复盖率达到14．6％，山区33 O／o，全县平均复盖率．

已由1 979年的21％提高到1987年的32％。

据1986年制定“七五”林业发展规划时计算，全县总面积

3193086亩，其中：

林业用地2233760亩，．

非林业用地959326亩，

在林业用地中分以下六项：

】．有林地955475亩，其中．



用材林34333 1亩，经济林322595亩．

防护林255389亩，其它林34i60亩．

2．疏林地103136亩。

3．灌木林65095亩。

4．苗圃地338亩。(固定国营苗圃)

5。未成林地122759亩。

6．荒山986957亩。其中：宜林荒山517931亩，宜封荒此
469026亩。

(二)、几十年的主要经验是：

1．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

中共怀柔县委和县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方针。

政策，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和北京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认识到怀柔是首都北大门的绿色屏障，要为改善’

首都的生态环境而努力。 ．

解放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在造林方面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一

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绿化的总体效果未尽人意，造林成活率低，

同时由于当时山区人民生活出路少，经济封闭’单一，已有林地：

也得不到保护。为克服上述弊端，怀柔县委、县政府于1980年组

成林业调查队，用两年时间对全县林业资源，林木立地条件作了1

科学普查，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自然分区。使林业发展规划的制定～

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新的发展林业规划从实际出发，把原来造林为主的方案改为一

封、管、造并举，以封为主的山区绿化指导方针，根据各村自然条一

件的特点，适地、适树、育苗、育灌。琉璃庙乡西湾子村“四：

立一延续”(立人、立法、立档、立牌、长年延续有效)的封山

措施的效果，经1983年北京市人大常委视察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1984年中央林业部召开的北方十一省市林业工作会议上印发，

了西湾子村封山育林的典型材料。

l q8 7年封山育林达到50万亩，超过了县林业规划43万亩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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