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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林业厅 庞子齐 男 正处、主编 经济师 (0771)5854340

广西林业厅 李世裕 男 正处 高级工程师 (0771)280771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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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志办 黄福祺 男 副主任 编辑 2024446 202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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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志办 曾锦威 男 正科 编辑 202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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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志办 ． 姜家凤 女 编辑 2024446

市志办 符丽明 女 编辑 2024446

合浦县志办 周家乾 男 副主任 编辑 (0779) 7284086

7284555 7285664
合浦县林业局 吴英才 男 调研员 高级工程师

7284299

市林业局 杨成兴 男 局长 高级工程师 9001275 2028270

市林业局 何大旭 女 副局长 高级工程师 9001042 2028270

市林业局 黄第寿 男 主任 高级工程师 2028270

市林业局 何盛烈 男 高级工程师 2028270

市林业局 丁世业 男 正科 2028270 退休

市林业局 陈娟上 女 会计 202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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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海林业志》经过六个春秋的资料搜集、整理、编写、校订和几易其稿，终于付印成书。

这是值得庆贺的。

林业同农业、工业，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林业的特点是：森林既有经济效益，又

有生态效益和社会公益效益；林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森林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只要

合理经营，可以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只有充分地认识和运用林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

经济规律，才能取得驾驭林业建设的自由。

《北海林业志》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用翔实的资料，记载了北海数百年来的林业

史，着重记述解放后复兴和发展的过程，对解放前停滞、衰落的历史亦作恰当而明确的记录，

努力反映林业漫长、曲折而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揭示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的重要

保障的地位和作用。

北海林业的历史告诉我们：森林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资源，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保

障。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更是当今开放城市建设的

重要内容。

历史在发展，北海的开发建设在突飞猛进，林业建设亦以新的面貌和速度向前奔驰。市

郊区已经“消灭”荒山，所有宜林地都已绿化，合浦县亦将实现此一目标，1993年申报验收。

50万亩化学纤维原料基地(桉树基地)，已于“八五”期间开始建设⋯⋯。北海林业将以更丰

富的内容载入新的志书。

“后起之秀，前途无量”，愿林业战线的全体同志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北海时给北海人民

留下的勉语为训，再接再励，献身创新，顽强拼搏，用勤奋和智慧创造林业美好的未来!

杨成兴

1993．5．20



凡 例

一、本志是专业志，记述范围不受市志篇幅限制。

二、本志取事自事物发端起，至1990年止。但有少数内容后延至定稿时止。

三、志内设概述、森林资源、营林、林场、森林保护、森林采伐利用、林业调查设计与

林业科学技术、林业行政管理、附录共7篇22章。

四、记述范围以今北海市辖区行政区域为主，对市辖合浦县的林业情况略有涉及。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北海尚未解放，故时间称谓时不称“建国”雨称“解放”。

六、“大事记”记述大事，为市林业的首发事、重大林业工程项目建设、重大成就及事件

等。

七、资料来源，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在篇内加注，个别重要的事件在引文后注明出处。需

查询考证可查阅志书资料卡片。

八、本志行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件桂地[1988]03号《关于新编地

方志行文规定》办。



概 述

北海市是广西南疆的滨海城市，面积275平方公里(不含合浦县)。1987年管辖合浦县后，

共辖一县(合浦县)两区(海城区、郊区)。东部与博白县和广东省廉江县毗邻，南濒北部湾

海洋，西及西北部与钦州市交界，北部与灵山县和浦北县接壤。地理位置在北纬20653’一21。

55’，东经108。50’一109。477。陆地面积3325．95平方公里，其中林业用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

43．5％，海岸线全长587．41公里(大陆岸线490．31公里，岛屿岸线97．10公里)。潮间带滩

涂面积350．57平方公里。

本市地处低纬，南濒北部湾海洋，在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

成了一种高温多雨、干湿季明显、夏长无冬(没有气候学上的冬季)、风情多变、灾害频繁的

我国亚热带季风型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2—23℃，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13．4—15．2℃，

极端最低气温o．8—2．9℃(合浦、涠洲)；最热月(7_月)平均气温27．9—28．8℃，极端最高

气温35．4℃一37．4℃。≥10℃年积温7863—8306℃(涠洲)；年雨量1297．2(涠洲)一3500

毫米，平均1663毫米。其中高湿季节的4—9月的总降雨量占全年总值的84％，相对湿度80一

88％(涠洲)。10月至次年3月为旱季，雨量占全年的16％。灾情较重、范围较广、出现较

频繁的灾害性天气主要为风害(台风、强风、大风)和暴雨。其中以强台风兼大暴雨的危害

性最大。台风影响的期间一般始于5月终于11月，其中以7—8月受影响的机遇最高。暴雨

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在5—9月出现最多，以热带系统暴雨的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灾情最

重。北海是暴雨极值的相对高值点，24小时最大雨量达659．6毫米。

地质构造经历了地槽、地台和陆盆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所见出露的地层，从老到新分别有：下古生界志留系；上古生界泥盆系、石炭系；中

生界自垩系；新生界第三系、第四系等。其中以新生界第四系地层分布最广，面积最大，同

时还有中生界燕山期和新生界喜马拉雅期的岩浆岩。岩石以沉积岩占绝对优势，并以砂岩、页

岩、砾岩、泥岩和变质岩(千枚岩)等为多；岩浆岩中，侵入岩有花岗岩，喷出岩有橄榄玄

武岩、流纹岩等。

地貌大体上有丘陵地、台地和平原等三大类，其中以滨海平原、台地的面积最大。丘陵

地主要分布在合浦以东，铁山港以北，海拔高度一般在20～200米之间(以五点梅最高，海

拔554米)，相对高50一100米；台地海拔高一般在10一50米之间，相对高10一40米；平原

地分布广、面积大，在其上或可见到孤立的剥蚀残丘零星分布。

陆上地区总的地势为北高南低，入海的中、小河流主要有南流江、白沙河、南康河、白

龙河和三合口河等。南流江自东北入境向西南斜贯至党江入海。此外，还有湖海运河自东北

向西南斜贯至市郊地角入海。

由于地层、地貌的分异，海岸可分为红树林海岸、沙质海岸和基岩海岸三种类型。红树

林海岸(包括部分淤泥或半沙半泥滩而适宜发展红树林岸段)，主要分布在英罗港、丹兜海、

铁山港、白龙港、西村港、赤江港及南流江入海口。沙质海岸分布在台地平原区海岸线比较

平直地段的山口、南康、营盘、福成等镇，市郊及西场镇正南岸、涠洲岛的东北岸。基岩海

岸仅分布于斜阳岛及涠洲岛西南岸。滩涂有泥滩、半沙半泥滩、沙滩、石礁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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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性土壤为砖红壤。而与林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土壤有砖红壤、砖红壤性红壤(赤红

壤)、滨海沙土和滨海盐土等。砖红壤为热带土壤，主要由砂页岩母质、浅海沉积母质一洪积

母质、浅海沉积母质发育而成。局部为零星小面积的橄榄玄武岩母质、第四纪红土母质、花

岗岩母质发育而成。砖红壤性红壤(赤红壤)，主要由砂页岩母质发育而成，土层薄，含石砾、

石块多。滨海沙土，主要分布于滨海地带，为固定的沙地、沙丘、沙坝，一般高出海面约3—

8米左右，土层较厚肥力低。滨海盐土，分布海滨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土壤一般缺乏发生层

次，含盐量多在o．6一1．5％以上。

解放前，北海历来属合浦县管辖。北海古代林业的兴衰、山林的管理、木竹的经营等等

情况，史籍记载资料很少。仅据民国时期北海海关的《(民国11年到20年)最近十年北海

海关报告》记述北海口岸农业情况时，记载有“至于私人植树者，虽间有之，然大规模造林

事业，则迄未着手也。”可见，解放前，北海的林业，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是没有的，只是

少数农民，私人为了防御风害、解决用材烧柴，利用农闲时间，间或在村前村后，房前屋后

零星小片地种些果树、竹、木等。由是形成历史上的对林木“砍的多，种的少”，使林木资源

日渐枯竭。到1949年底，北海仅有马尾松零星幼林3962亩，森林面积只占土地总面积的

o．9％。作为森林资源一部分的野生动物资源，海关《十年报告》(民国1年到10年)有这样

的记载：“对幼鹌鹑、鹧鸪、山鹬、沙雌鸟等不分青红皂白的捕杀⋯⋯，在局部地区似乎整年

都在进行，一年到头12个月内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活鸟”。由于乱捕滥猎，野生动物资源日

趋减少，使当时的北海口岸近郊，变成了不毛之地，就鸟类来说，只剩下寥寥无几的水鸟而

己。至于兴办森林工业，曾有人作过尝试。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高德商人在高德附近

(北海东约二里)，合股开设一个锯木厂和港口木材仓库。全套设备从英国格拉斯哥市进口，所

用木材为本地产松木、樟木。开办初期尚有较好收益。不久，因管理不善而倒闭。清宣统二

年(1910年)后，陆续出现经营木材的私商。其中经营竹、木、板、炭的有(按创设时间先

后)：福兴栏、莫广成、才兴栏、永柴隆、贞和栏、公兴栏、成发栏、广兴杉行、宏和栏等；

经营寿板的有：郭长和、长和隆、长生和等；经营台凳、桶盆等木器的有：木器工业联社、义

源号、瑞安号等；经营木柴的有：群合栏、彩隆栏、联和柴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林业，把林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党

和政府领导入毛泽东主席为发展林业向全国发出“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北

海市人民积极响应，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连年在荒山、荒地、荒滩和四周两旁植

树造林。北海林业的旧貌逐渐换成新颜。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阶段。

1、创建阶段(1951～1959年)。在此阶段内，政府部门开始设置林业管理机构，开展小

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创办木材经营企业。1951年，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内设农林股，1954年

冬，农林股从民政科分出，成立农业科，1958年“月，人民公社化期间，在合浦县北海人民

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农业合作部，1959年6月撤社设镇(县级)时，在镇人民委员会下设农

林水利局等兼管林业的机构。1959年12月，正式设立专管林业的职能管理机构_林业局。

1951年，建立国营林业苗圃(在今工人文化宫内)，1952年，首创营养笠育苗法，1953年，开

始发动群众在沙湾至北背岭、法院至勒棚，工艺厂至中站公路两旁和地角至高德海边沙滩种

植大叶桉林带和木麻黄林带，揭开北海群众植树造林活动的序幕。期内共建立营林机构两个，

人员由1951年的12人增至1959年的32人。龙潭、曲湾、军屯、东星等农村相继建立集体

林场(苗圃)共4个，专业人员5人，发动群众造林16761亩(平均每年2394亩)。森林面

积由3962亩增加到20723亩，森林覆盖率由o．9％上升为5．o％。创建木材经营企业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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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各一个。1952年建立北海木材公司(国营木材经营企业)。1956年，二轻部门建北海

市木器厂(集体木材加工业)。

2、发展阶段(1960一1966年)。建立绿化指挥机构，营林机构逐步健全，植树造林事业

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森工企业相对稳定。1962年1月，建立中共北海镇委员会绿化指挥部，

1963年4月，中共北海镇委设公路林带和海岸林带营造管理委员会，1965年11月，成立北

海市四周两旁绿化指挥部等绿化指挥机构。1960年5月，建立国营大江林场。1963年一1964

年，国营林业苗圃曾一度发展至7个，林业专业人员83人，农村集体林场由3个发展至19个，

专业人员由6人增至128人。植树造林活动蓬勃发展，期内共造林53300亩(平均每年造林

7614亩，最多的是1963年，一年造林14351亩)。1953年以来造林保存面积36115亩，保存

率为51．5％，1966年，钦州专区沿海防护林规划组调查时，北海的森林面积为40077亩，森

林覆盖率为9．7％。森林工业，除北海木材公司外，1960年2月，筹建北海镇林产综合加工

厂，设计年产纤维板600吨，栲胶500吨，1962年后，因压缩基建项目而下马。1962年和1963

年，二轻部门还分别建有线芯社和第二木器厂。

3、受挫阶段(1967一1974年)。处于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林业管理机构处于瘫痪

状态，北海林业经历一段困难、曲折的道路。1968年4月，北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撤销

林业局，北海林业由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农林水管理站兼管，直至1972年4月才恢复建

立林业局，下属单位有一个国营林场和一个国营林业苗圃。农村集体林场保持16—17个，专

业人员140人左右。期内造林25448亩(平均每年3181亩)，造林保存面积17514亩(保存

率68．8％)。1974年森林资源调查时，森林面积为57591亩，林木总蓄积量122349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为13．96％。木材主要由市木材公司独家经营。

4、稳定发展阶段(1975—1979年)．。林业管理机构稳定。除(1977年8月)原国营林业

苗圃改为林业科学研究所，(1979年)在林业局内设森林保护站外，其余机构无甚变动，人员

比上阶段有所增加。农村集体林场发展平稳，专业人员较固定。林业生产发展速度平缓，森

林面积、林木蓄积量，森林覆盖率等有所增长。期内造林13935亩(平均每年2787亩)，造

林保存面积11177亩(保存率80．2％)。1979年进行海防林调查时，森林面积为68768亩，林

木总蓄积量197461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16．7％。但市木材公司经营木材仍处于亏本阶段。

5、改革开放阶段(1980一1990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业机构进行了改革和

调整。林业局于1984年，与市园林管理处合并，改为企业管理的机构——园林公司，1985年

2月，又分为两个不同系统管理机构一～北海市林业局(农口系统)和北海市园林管理处(建

委系统)。林业局内除营林机构外，增设林政管理机构，贯彻《森林法》，加强林政管理，建

立自治区直属木材检查站，1987年，设林业公安机构，实行依法治林。1988年，恢复森林病

虫害防治站(1992年、7月更名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1989年，设生产管理科，1990年，

设林业技术推广站。下属单位的改革，于1980年8月，将北海林场防护工区建为北海市林业

苗圃(园艺场)，1984年5月，建立北海市林工商公司，1987年7月起，管辖合浦县林业机

构，1989年，郊区设立林业管理站(1993年改为郊区林业局)。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后，4月份，全市开展稳定山林权属、给

社员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保障国营林业单位正常的生产

经营，调动广大群众经营山林的积极性。1982年，贯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开始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1985年，贯彻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开放木材市场。木材实行一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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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收购，多家销售的政策。期内森林面积，林木蓄积量，森林覆盖率有不同程度的减

少(见1988年6月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北海市(含合浦县)沿海防护林体系调查规划设计

报告集》)。木材经营(加工)活动活跃，到1987年，北海经营(加工)木材的单位达到315

家，经过几次整顿后，1990年，全市发证经营(加工)木材的单位有178家(市郊区101家，

合浦县77家)。市木材公司经营木材的利润有较大幅度增长，11年共盈利1291．84万元(平

均每年117．44万元)。

经过30多年的建设。1988年，经广西林业厅检查验收，北海市郊区和合浦县同时达到部

颁《南方平原县绿化标准》。初步形成带、片、网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在防风固沙，保持水土，

保障农业生产，改善气候，净化自然环境，提供木材和林付产品，解决农村用材烧柴的困难

等方面，均收到了较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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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八月，合浦大廉山群象践禾稼。栅外胡煞督兵民捕之。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

匹巴

冬，筋竹开花，结实如麦，可食，俗传若与蒜同食则中毒。据老人说，葫竹约50年结实
一次，结实后即枯死。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
冬，黄寮闯入合浦县城西门，鸣于大街，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

秋七月，严官山砍伐之禁。

清光绪六年(1880年)

合浦横岭虎患，至丙申(1896年)连十七年，遭备饲一。不八。
清光绪八年(1882年)

冬十月，海燕数万，集于合浦县城南门外三婆庙，腧一月，去。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
英国人建税务司公馆落成(1883年)后，1885年引种柠檬桉于税务司公馆旁(今市政府

院内)。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法国领事署兴建后，引种木麻黄于署内。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北海最早的工业一怡和公司在高德村(在北海东约一公里)开业，设有锯木厂和木材
仓库，全套设备均由英国格拉斯哥进口，所用木材为本地产松木、樟木。

1916年
北海驿马山(杂木林地)有虎伤人。

1919年
北海兴华种植公司成立，在一些地方(较小的范围内)种植了桑树。但于年底前即关闭。

船商首次在高德制造机动木船。在高德、外沙等地制造渔船。

1928年
广东省建设厅颁布《广东暂行森林法规》，合浦县政府督促实施。

1933年
广东陆军测量局推算，合浦县(含今浦北县、北海市辖区)林野面积1153．63万亩。

合浦县通令各区公所，限期组织造林促进会，督促各区造林。训令各区公所，查禁放火

烧山、盗伐滥伐林木等事项。

1934年
陈济棠办的军垦农场(今三合口农场)开始种植十字交义的柠檬桉林带(各长约二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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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合浦县政府订定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植树式植树造林办法。

1949年
12月．4日，北海解放。此年，北海的森林面积为3962亩，森林覆盖率为o．9％。

1951年
5月，市人民政府设民政科，农林股暂归民政科领导。

在今工人文化宫处建立国营林业苗圃。

1952年
首次开展国营采种、育苗工作。全年采种493公斤，育苗50亩。

试用竹笠育木麻黄苗，首创营养笠育苗法。

组建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北海支公司(市木材公司前身)。

1953年
春季，发动群众植树，从沙湾至北背岭、法院至筋栅公路植大叶桉林和地角至高德沿海

沙滩植木麻黄林，揭开北海群众植树造林活动的序幕。全年造林1043亩。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北海支公司改名广东省木材公司北海支公司。

1954年
3月后，龙潭、曲湾、军屯相继建立集体林场。

1956年
广东省木材公司北海支公司改名广东省木材公司合浦木材分公司。二轻系统建北海市木

器厂。

1958年
lo月26日，撤销北海县级市建制，改为合浦县北海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下设农林水利部。

东星建立集体林场。

1959年
6月6日，撤销北海人民公社，设立北海镇(县级)，下设农林水利局。12月，农林水利

局分为农业局、林业局、水利电力局。

1960年
2月1日，成立“广东省北海镇林业局林产综合加工厂筹备处”，林产综合加工厂基建开

始。(1961年第二季度后缓建。1962年6月14日，将该厂基建用地交市沿海防护林场使用，

林产综合加工厂下马。)

3月，大力推广“营养砖育苗法”，开展群众性营养砖育苗活动。

5月，建立北海镇国营大江林场。随后建立林业专业队88个，大小苗圃190个(未包括

国营部分)。
‘

广东省木材公司合浦木材分公司改名北海木材公司。

1961年
3月15日，北海镇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严厉禁止乱斩树枝、滥伐树木的布告》。

6月6日，北海镇人委发布《转发广东省人委(利用公路两旁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和绿化暂

行办法>的通知》。

8月1日，贯彻6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

政策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林业十八条》)，镇人委发出《关于重新调查处理现有林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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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问题的通知》。

1962年
1月14日，中共北海镇委发出《关于保护绿化、防止破坏的通知》。

1月28日，成立中共北海镇委绿化指挥部，统一领导全面绿化工作。

1月，建立北海沿海防护林场。

春季，结合社队规模调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落实林权工作。

8月11日，台风成灾，吹倒果树9．02万株。

12月，涠洲建公社办集体林场。垌尾建大队林场。

二轻系统建线芯社。

1963年

4月1日，北海镇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颁布<北海绿化管理条例)的布告》

4月14日，中共北海镇委发出《关于营造公路林带和沿海防护林带的决定》，决定在北海

150公里公路两旁和85公里的海岸线上，营造起各条带形的公路、海滨林带。并成立公路林

带和海岸防护林带营造管理委员会。

5月9日，北海镇林业局提出《北海社队办林场情况及今后规划初步意见》。

5月27日，国务院发布《森林保护条例》。10月12日，镇人委发出《关于贯彻<森林保

护条例>工作安排的通知》。

5月31日，北海镇计委公布《北海农业生产十年规划(1963年——1972年)》(草案)。规

划1963—1967年，北海的宜林地全部种上树，1973年后开始砍伐。

6月2日——12日，举办大型护林展览会。

6月24日，镇林业局制定《北海民营林业育苗补助办法》。

7月23日，中共北海镇委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新造林区破坏绿化行为的指示》。

8月16日，9号台风午夜进入北海，吹倒树木4．4万株。

8月27日，广东省湛江专员公署发《关于北海镇积极开展护林宣传工作的通报》，号召所

属各县仿照北海做法进行宣传。

10月12——14日，北海镇召开林业工作会议。

全年造林14351亩，创北海造林历史最高纪录。

二轻系统建第二木器厂。

1964年

7月2日，3号台风于下午四时侵袭北海，刮倒林木86．5万株，果树5．5万株。

7月26日，《北海镇社队林场调查报告》编写完成。

7月份，北海被评为湛江专区沿海造林先进单位(一等第一名)。

1965年
2月12日，北海市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树种采集管理问题的通知》，规定：全市范围内

的柠檬桉树种和所有其他林木种子，均由林业部门统一经营管理。

11月29日，成立北海市四周两旁绿化指挥部。

1966年
7月25日，8号台风袭击北海市，吹断树木68920株，果树38922株。

8月，钦州专区沿海防护林规划组到北海沿海各公社进行勘测规划。

全年种竹1037亩，是历年种竹数量最多，成活率最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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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4月2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撤销林业局。

国营大江林场更名为国营北海林场。

1969年
2月4日，市革命委员会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

林、树木的通知》。

市沿海防护林场饼入国营北海林场称防护工区。

木麻黄海防林遭青蝗为害，面积达3000亩。

广州军区在涠洲岛上召开驻岛部队绿化现场会。

1970年
在林业工作中表现较好的有涸洲公社，不但实现群众一般用材和烧柴自给，还大大支援

了驻岛部队和公社工业的烧柴需要，得到广州军区赞扬。

年内，青蝗为害木麻黄林面积4700多亩。不到一个月时间，迅速扑灭，比上年扑灭时间

缩短一个多月。

1971年
1月20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保护山林树木若干规定的布告》。

2月6日，70多个单位2200多名职工，冒着寒风冷雨(气温为8℃)，到往返50多公里

的牛尾岭水库附近山头植树造林。

5月30日，6月28日，7月18日，北海市先后三次遭受强台风和龙卷风袭击，毁坏大小

林木150万株以上。

1972年
4月，恢复建立市林业局。

4月，试种杉木82亩，像胶200株。

9月20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纪念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

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五周年开展护林宣传的通知》。

1973年
2月20日，恢复建立国营林业苗圃。

4月18日，成立市护林防火指挥组。

11月19日，市护林防火指挥组改名市护林防火指挥部。

12月20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保护山林、树木几项规定的布告》。

1974年
6月开始，进行为期半年的林业调查规划。

1975年 ·

1月10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当前毁林情况的通报》。

1976年
3月26日，北海市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发出《关于支援马栏垌、白屋垌机耕路两旁造林

绿化的通知》，决定本月31日为全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参加第一次植树造林时间，支援马

栏垌、白屋垌机耕路两旁绿化。

1977年
6月30日，市林业局制定《林业局干部岗位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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