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朝阳林业志》是《朝阳区志》的组成部分。林业修志

在我区历史上首次。它的出版是朝阳区林业发展史上的一件

大事。对此．我表示祝贺．

邓小平同志说，要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

颓了解我国的国情。同样，要搞好我区的林业建设，也要了

解我区的林业发展情况。《朝阳林业志》实事求是的记述了

从1949年至1989年问朝阳区农村林业组织机构的建立，果树

生产管理和林木资源保护管理等的发展历程．它的出版将为

裁区农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

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

盏世修志是我国的传统，它的作用在于资冶通鉴。希望

广大林业工作者能够从本志中得到借簦，对北京林业发展起

到有益作用．愿我们为绿化祖国、美化环境以及我区的林业

建设而努力．

何叔云

一九九0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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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 述

第一章朝阳区概况

第一节社会概况

朝阳区位于北京东郊，东南与通县、大兴县相依，北与

预义县，昌平县接壤，西隔二环路、德清路与东城区、海淀

区相望。交通便利。

全区土地总面积为470．8平方公里，其中城市面积占95．8

平方公里．农村面积占375平方公里．形成了“城区一大块，

农村一大片”的局面．

本区行政区划有2个农村办事处、15个乡和21个城市街遭

办事处，即双桥农村办事处。和平农村办事处；太阳宫乡、

大屯乡．洼里乡、来广营乡、将台乡、东风乡，东坝乡、金盏

乡．楼梓庄乡、平房乡、高碑店乡，王四营乡、南磨房乡，

小红门乡和十八里店乡共15个乡；呼家楼、朝外大街．酒

仙桥，垡头，八里庄、管庄、和平街、双井、小关、左家

庄、三里屯，首都机场，团结湖、劲松、六里屯、建外．潘
家圆，安贞里，安华里、香河园、新源里共21个城市街道办

事处．其中双桥农村办事处管辖黑庄户，豆各庄、管庄、长营．

三间房5个乡；和平农村办事处管辖黄港、孙河、南皋，崔

各庄4个乡．

截止1990年底，全区有人口128．o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占



103．6万人，农民人口24．4万人．农村有劳力l 1．2万人．

1990年，全区城乡社会总产值为32．87／万元，其中，农

业总产值16443．6万元，林业产值53．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的0．33吻。

1990年当年，全区育苗面积1 386亩，四旁植树28．4万

株，木材采伐量1069．2立方米，果园面积7518亩，鲜果总产

量为349．5万公斤。

朝阳区是北京市的工业区，使馆区。全区农、林、牧，

副、渔，工、商、运，服、建十业并举，农业生产以蔬菜为

主，是北京重要的副食品生产基地． 。

第二节 自然概况

朝阳区位于北京平原上，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南

北长28公里，东西宽17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

拔34米，最高处位于洼里乡关西庄一带，乎均海拔46米，最

低处位于楼梓庄乡沙窝村附近。海拔20米。

本区河流属海河流城的北运河水系。主要有温榆阿及其

支流清河、坝河、北小河，还有通惠河和凉水河。河流总长

78公里，流城面积454平方公里。 ，

i壤以壤质土为主，占91．2％，粘土占4．80／o，有相当

大一部分耕层下确疆石和粘土隔离层。

朝阳区属于暖温带大陆陉季风气候。春季干早多风沙，

夏季炎热多币，秋季天高气爽、晴空万里，冬季干燥寒冷。

春秋季短，冬夏季长。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5．9℃。一胃

份最冷，平均气温零下4．6℃。极端最商气温达41．6℃，出

现在1961年6月10日，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1．2℃，出现在196良

年2E 23日。平均无霜期192天．平均年降水量600．7毫米，

·2，



最大降水量1189毫米，

米，出现在1965年．

出现在1959年，最小降水量319，7萎

自然灾害表现为雨涝、大风、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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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国后林业发展简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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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林业初刨时期(1949—1957年) ，

解放初期，朝阳区(原称东郊区)人民政府没有设立专f了

的林业机构，但比较重视植树造林．除春季造林外，还提出

秋季造林，并逐渐推广实施．植树树种主要有：杨树、柳树，

榆树，成活率约为60％．。

I 954年春季植树任务30万株，实际完成l 3．7万株。主要

原因是树苗少，苗圃发展跟不上。
+

。

一

1956年，在春季植树造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青年团员

及青年骨干的作用，先后有团员1789人，青年4630人，少年

80人参加植树造林冶动。全区20多万亩农田林网中，团员青

年完成了10多万亩，另外还种植了20多亩的青年林及8．5亩

的苗圃，零星植树107758株。和平公社团支部还对团员提出

了“保种保活，缺苗补落，保证全苗，按时检查”的口号，

对保证植树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

第二节“大跃进时期”(1958—1961年)

本区从1958年开始设立林业机构，当时叫农林科．农林

科从1959年开始统计林业基本情况。 ‘j

本区植树的第一个高潮是在1960年。植树(包括插条)

共41 15969株。由于没有新育苗，苗圃面积减少到273．28亩，

t 3’



到1961年，苗圃面积减少到184亩。全区植树831000株，栽

舶多，但成活和保存的数量很少．

第三节 调整时期(1962—1965年)

1963年10月区政府召开林业会议，区长芏振中主持，主

管林业的副区长张文达、建设局园林科，农林局的有关负责

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研究了怎样把朝阳区路树栽起

来的问题，提出方案，制定了措施。会后，各单位分别组织

行动，绿化了63条路，植树4万多株(包括4个农场)．成为

朝阳区植树绿化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从1962年一1965年，全区林业生产稳步前进，植树数量

和苗圃面积逐年增加。1964年植树达619249株，1965年苗圃

面积发展到856亩．

1964年8月．朝阳区建设科张福民写出《就朝阳区1962，

1963两年秋植树木的成活率探讨北京地区秋季植树的成败因

素》的文章，指出秋植成败因素必须从苗木因素和外界因素

两方面来考虑。

第四节 ”文化革命”时期(1966—1976)

。文化革命”期间，林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造林后无

人管护。由于平整土地，大量林木被砍掉，保存下来的木林

木很少．

区林业站于1970年在楼梓庄公社马各庄大队建立100亩

面积的苗圃基地。1972年冬，楼梓庄公社马各庄大队用这个队

苗圃的苗木绿化了2条榆树路，l条刺隗路，2条北京杨路。3

条加杨路．

根据中央农林部．市林业局关于林妲资源清叠的学见，

·4‘



1976年，林业站开展了全区(包括农场)的林业资源清查工

作．清查结果：有树木242万株，其中用材树215万株，经济

树26万株，木材蓄积量72520立方米．全区每人平均9．1株

树，0．27立方米木材．苗圃面积2670亩。果园面积3300亩．

从1972一1975年，朝陌区养蚕业逐年发展．1972年生产

13张；1973年34张；1974年47张，达到高峰．1975年25张，总

产量1589．8公斤，收入5700元．

在北京市土产公司的帮助下，朝阳区夙1973年开始发展

养蜂。用国家贷款3000元，初办两个蜂场，有30群蜂。因当

年遇灾，收支基本保持平衡。

第五节林业发展时期(1977—1990年)
，

1978年。朝阳区农业局在东坝公社建立苗圃基地330亩．

1979年农业局召开林业会议，区革委会副主任刘玉满和各公

社主任参加，把东坝苗圃基地列为重点工程。苗圃树木长势

喜人。二年生杨树胸径达6厘米．

同年“月，农业局对区属各社队的苗圃和苗木进行了一

次逐块的调查核实．调查得知，全区有苗圃1304．2亩．有苗

木169万株。

1980"-1982年。区林业站进行了全区的林业资源调查，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林业区划．全区共分四大区s第一大区

为北片杨树、刺槐农田防护林区；第二大区为东三社杨树农

田防护林区，葡萄，桃经济林区；第三大区为|临城毛白杨，

国槐环境保护区，第四大区为十八里店、小红门杨树菜田防护

林区。

1985年，全区实现了北京市1980年提出的实现平原农田

林网化的要求。北京市林业局对朝阳区的规划实施情况进行

·5·



抽查．承认本区自查结果：农田林阿任务完成94％，覆盖率达

到li．9％．村镇覆盖率达到25．3％，全区有片林面积583．6亩．

．朝阳区林业站在林业三定的过程中，颁发林权证书60400

张。全区有18个单位，其中发证的单位有16个。 一

：

为了贯彻落实《北京市农村林木资源保护管理暂行办

，法》，区委、区政府于1984年9月召开了由区绿化办公室、

区水利局．各乡乡长，总经理、粮林公司经理、林业助理

员，林业干部和护林员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区农村工作办公

室主任马洪锦主持，区农林局局长刘玉明作了题为“加强林

木管护，提高绿化质量，为文现大地园林化而努力奋斗”的

报告。朝阳区副区长臧启源作了重要讲话，并向各乡代表颁

发了护林员证书。

。 由于林业生产管理长期处在无法可做的涣散状态，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北京市农村林木资源保护管

。理条例》公布以后，仍有毁林案件发生。针刘这种情况，农林局

林业执法人员，本着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教育为主，处

罚为辅的原则。’通过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对林业法

规的认识水平，同刚处以罚款和通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为进一步提高本区的植树成活率和保存率，从1985年开

始，区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和区属各乡每年都签订了绿化任

务承包协议书。区农村工作办公室责成区林业站进行植树育

苗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各乡保证植树数量、质量、成岳率和

保存率的完成。按协议规定，根据各乡植树完成情况，分别

给予奖励或处罚。

根据《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戈Ij方案》的要求和北京市第

二次园林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政府、首都绿化委员会的统

一部署，朝阳区“七五”期同大环境绿化面积将达9596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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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规划市区外缘环形绿化带长约57公里，4800亩；绿化

骊离林带、公园共5处约3700亩；放射形绿化带长约15公里，

1200多亩。它的建成，将极大地改善首都东半部的生态环境。

大环境绿化重点工程的成功实施，对面上的绿化也有很

大促进。1987年春，区农林局正式提出了区农林局重点抓大

环境绿化士程，各乡重点抓好。五个一”绿化项目的建设。

层层抓重点，提高了绿化质量和效果．

“七五”期间，各乡“五个一”韵绿化项二目共立项304

项，经过1990年总验收，完成了273项，完成计殳IJ的90％。

．其中，重点绿化乡村道路82条，建成庭院经济村85个，建成

绿化美化文明村48个，建成花园式单位42个。有黑庄户．”洼

里，金盏3个乡初步达到了庭院经济乡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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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朝阳区行政区域的变更

和农村林业组织机构的建立

第一章 朝阳区行政区域的变更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时朝阳门外为北平

市第十三区．第十四区。8月，北平市第十三区．第十四区合
并为第十三区．胡楠卿任区委书记．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定都北平．自9月27日起北平

改称北京．中共北平市第十三区改称中共北京市第十三区．
1950年8月，改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十区．

1959-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十区与第十四区所辖德

外公路以东部分合并，建立东郊区人民政府。

1 953年7月东郊区后屯乡划归海淀区．

1955年8月．东郊区所属东直门，朝外大街，市场．东

便门分别划归东单，崇文，东四区。

1956年2月，通县所属的孙河，新堡．崔各庄、金盏，

苇沟。长店等6个乡划归东郊区．

1958年5月东郊区改名为朝阳区．

1958年是东郊区区划变化最大的一年。1月，昌平区雷
桥殳lj入东郊区．3—4月，由通县划入管庄、双桥，定福庄皇

个办事处及楼梓庄，长营，成宁候，公主坟4个乡．5月，睦
南苑区划入小红门、十八里店、老君堂3个乡．7月，由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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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区划入朝外大街，市场，东便门、神路街4个街道办事

处．9月，通县所属豆各庄划归朝阳区．

1960年，顺义县所属的天竺．后沙峪2个公社戈!l归朝隰

区。到1962年，又被划出朝阳区．

同年，朝阳区所属大羊坊划归大必县．

1979年，双桥、和平、东风，朝阳等4个农场划归市农
场管理局管理．

1983年内和1984年初，朝阳区所属14个公社改为乡政府．

双桥、和平，东风3个国营农场划分lo个乡政府．双桥公社和和

平公社改为农村办事处。全区共建24个乡，183个村民委员会．

第二章朝阳区林业组织机构的建立

第一节朝阳区绿化委员会的建立

1982年2月25日，正式成立朝阳区绿化委员会。绿化委

员会主任由区长担任。绿化委员会下设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在区园林局办公。后迁到区市政管理委员会办公．

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属综合协调机构．成立以后，可以

协调全区城乡绿化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使城乡绿化建设

走向总体发展的轨道．

1986年12月，经区编制委员会批准．区农林局设农村绿

化办公室，区园林局设城区绿化办公室，各多，农村办事处，

街道办事处都设有绿化委员会及办公室。

本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制定。七五。绿化规划，编制出《关于朝阳区。七五。

期间城乡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五年纲要’．使城乡群众有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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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年的奋斗目标， ?，“ ，一，t，h r
⋯

每年春天，区绿化委员会召开一次城乡植树绿化动员大

会_总缮上一年工俸．布置当年的任务。对推动春季植树绿

化起到很大作用。 。 》

每年。五一”“十一”前后，分别组织区政府、区人大

区政协的领导、绿化委员会成员及大环境绿化指挥部的有关

人员进行两次大规模的绿化检查。同时迎接陈希同市长每年

钓两次检查。“4一
“

。。。’

，， 组织城乡人民群众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包括3月12日全

冒植树节和四月份第一个星期日的义务植树日活动一调动了

城乡人民群众义务植树的积极陛。

每年的十月前后组织城乡各单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绿化

评比活动。评出市：区两级绿化红旗单位、花园式单位、绿
化先进学位和各级绿化积极分子，树立标兵和榜样。

’”
t～ ：

k 第二节。林业组织机构的设立与变更

’建国初期，朝阳区政府下设建设科，管理全区农业。林

业没有专门管理机构．
+ ‘

’

1952年．建设科改名农林科，管辖水利，农业技术推广

站：畜牧兽医站3个业务单位。 r一

1959年，成立朝阳区农林水利局，局内设有农林科，有

1人专管林果生产。1960竿．原农林水利局改称农林局。仍

由农林科管理全区林果生产．

1966年，农林局、农机局，水利局合并，成立朝阳区农

林水利局。牛广义任局党委书记二熊克锟为局长。1970年改
成朝阳区农业局。1984年又改成朝阳区农林局．至今未改。
’

1964年，成立朝阳区林业工作站，隶属朝阳区农林局。

·10·



林业工作站由6人组成．

1972一1974年，朝阳区农业局农业科内设1人管林业。

1975年成立农林科，内设林业组由4人组成。1976年，局内

成立林业科由5—7人组成。

1979年，朝阳区农科所内设果林组，由2X组成。主要

承担南桔北移和草莓试验工作．

1980年，朝阳区农科所的果林组和朝阳区农业局的林业

科合并，成立朝阳区林、嗽工作站。内设林业、果树2个专业，

主抓农村的林果生产。

随着首都绿化规划的实施和全区农村绿化任务的加蘑，

1986年8月，林业站改为果树站。同时建立林业科和农村绿

化队。同年12月成立区大环境绿化领导小组，常务副区长

张万鹏任组长，1987年3月改为大环境绿化指挥部，区长

宋维良任指挥，剐区长何淑云任副指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

农林局，与林业科一起办事。

当时，林业科定编21人，负责全区农村范围的植树造

林，林政执法，组织大环境绿化蕈点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

管护。果树站定编7人，负责区属14个乡的果树生产及技术

指导和技术推广工作。农村绿化队定编30人，负责农村路树

的养护，更新工作。

1988年11月，本区正式盛立农村护林防火指挥部，指挥

部共lok。总指挥由主管林业的副区长何淑云担任．副总指

挥由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继芳，农林局副局长戴辉、朝

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施铁良担任。成员由各有关局主要领导

组成。办公室设在筹备中的林-业公安科．

1989年1月，根据北京市有关文件精神，本区正式成立

琳业公安科，定编4X．林业公安科依照国家的各项法律，



法令．保护林木资源的安全，预防和组织扑救山林火灾，毹

止打击毁林活动和破坏林地的违法行为．
⋯

第三节 朝阳区农学会(林果组)

朝阳区农学会是在区科学技术协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科

学技术团体。它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会员大力发展农业科学

技术，搞好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区粮、菜、林、果的科斫

和生产水平。

朝阳区农业科学技术协会于1964年1月30日宣布成立，

同时召开第一届大会。会议在北京市公安学校召开．学会分
蔬菜组、水稻组，林果组等学组．

林果组第一次活动是在当年4月份，在大黄庄苗圃，以

防治透翅蛾为内容．学组还邀请北京市园林局赵际谦同志，

为大家介绍透翅蛾的生活史及为害现状，并着重介绍了防治

方法．

“文化革命”期间，全国范围的科协和学会等群众团俺
停止活动。

1978年以后，《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性科学大会的通知》

中指出：科学技术协会和各种专门学会要积极开展工作。斯

阳区农学会在北京科学技术协会，区人民委员会、区科学技

术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恢复，，并健全组织。1979年8月8

日正式改复。

朝阳区农学会经与有关单位协商并经理事会讨论批准，

成立5个学组：粮食作物学组、蔬菜学组、植f；i}学组、果林

学组、土肥学组，同时选出正、副组长36人。

果林学组于恢复学会当年，在高碑店公社太平庄生产队

召开葡萄修剪会，研究交流葡萄修剪技术，会议共有30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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