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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4 月 8 日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左四)

视察新密荒山造林林业图

林业厅副厅长刘有富(右一)在魏膜洋陪同下视察新密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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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林业局领导班子与编寨人员合影

采摘金银花



尖山风景区杏花盛开

尖山古树"万年标"



新密义务植树基地黄帝宫

新密省级森林公园天爷洞



凡例

一、本志书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的上限从 1978 年开始，下限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志书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史料均按原文照录。

三、纵横关系，力求纵不断限，横不缺项。先分类后分期，按章节结构

排列并附有表格，文字力求通俗流畅。

四、行文中除引用古籍用繁体字外，统一用简化汉字。

五、行政区划称谓， 1994 年以前称密县， 1994 年到 2008 年称新密市

(县级)。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组织，均按当时称谓采用第三人称。

六、本志书记述的范围，为新密市林业的历史和现状，据有地方特色、

时代特色和专业特色。

七、本志书采用的长度单位除史料外均按公制;面积单位按公项、亩、

平方米;重量单位尊重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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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地处豫西山地向黄淮平原过渡地带。位于中原腹地的商山东麓，和郑州市

城区毗邻，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千多年前，这里地近商朝都城，森林茂密，河

湖密布，水草丰美，是动植物的天堂，是人类文明和华夏文化的发样地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新密林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89 年新密实现了平原绿化达

标， 1993 年被林业部评为"全国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先进单位"， 1995 年在我省率先实现

了荒山绿化达标。进人 21 世纪，新密林业出现跨越式发展， 2005 年被省政府评为平

原绿化高级达标县(市)， 2009 年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林业生态县(市) ，为郑州林业生

态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森林是生态系统的主体，承担着建设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改善荒漠

生态系统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职责，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肩负着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促进文化建

设等多重使命。

对林业的认识也是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在痛定思痛之后，国家把保护和发展森林

资源放在了生态建设的首要位置，相继出台了以保护天然林为基础的"六大林业工

程"， 2003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

定"。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的新要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思想，为林业建设指

明了方向。林业愈来愈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全社会办林业、全民办林业的氛围

已经形成，林业遇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林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古往今来，盛世修志，功在当代，造福千秋。《新密市林业志》的编撰，坚持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真实地记

载了新密森林资源、林业生产、经济、科技和管理等方面的演变和发展。既有林业发展

的丰富经验，也有受"极左"影响和违背科学的历史教训。

《新密市林业志》从新密林业实际出发，排门别类，体例完备，结构合理，资料祥实，

清晰勾画出了新密林业发展的史实，秉笔直书，十分难能可贵。"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该志书既是新密林业的百科全书，也为宏观林业决策提供了依据。

《新密市林业志》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同时着重收集民间资料，提高了林业志

的文化品味，该书集科学性、文学性为一体，图文并茂，文字流畅，为新密林业留下了宝

贵的财富，也是河南生态文化建设的又一奇眶。

河南省林业厅副厅长 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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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毗邻省城，距省会郑州市 40 千米，辖区面积 1001 平方千米，总人口 76 万

人。进入 21 世纪，新密林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森林覆盖率达到 39. 99 %， 2009 年

元月被省政府命名为林业生态县(市) ，为新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

态环境。

新密林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腾飞和对生态环境认识的提升的必然

结果，也是在单纯发展经济而导致环境恶化的沉痛的历史教训中，不断总结，不断认识

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发展农桐间作，追求的是林农丰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到 90 年代中后期发展经济林追求的是经济效益，进入 21 世纪我们是"花钱买生态"。

创造"和谐社会"首要是"生态和谐"，我们过去的提法叫"人定胜天"、"改造自

然"现在是"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发展林业，改善生态环境，才能最大的体

现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的生态效益是多方面的，森林在调节气候、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美化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林业是国民经济的

重要产业，肩负着优化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

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森林的生态效益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效益，森林的生态效益是

经济效益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认识，森林已成

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环境条件，发展林业，保护森林生态系统，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新密市林业志》的编撰，实事求是的记载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新密林业发展的历

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违背科学的历史教训，为宏观林业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 J 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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