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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市林业志>历经6年的编纂，前后数易其稿，终于成书问世。这是建

阳林业系统干部职工期盼已久值得庆贺的一件文化盛事。从此，建阳林业有了

自己的史书。值此志书出版发行之际，谨向多年参与收集资料与编纂出版的同

仁、朋友表示深切的谢意!

’建阳是我国南方48个重点林区县(市)之一，在全市480万亩土地中，林

业用地占80％以上。建国40多年来，共生产木材702．61万立方米、收购毛竹

4202万根。尤其是从1989年至1991年实施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五七”造

林绿49．r-．程以来，全市共造林更新61万亩，绿化程度由65．4％提高到84．9％，

活立木蓄积量达1333万立方米；1994年，全市森工系统工业总产值历史性突破

亿元大关，达1．02亿元，上交税利2034．20万元；林业成为建阳的支柱产业。

为了提高造林绿化的经济效益，建阳在实施“三五七”造林绿化工程中注

重做到：造林绿化与多种经营相结合．因地制宜实行乔、灌、草、短、中、长

并举，林、果、茶、竹、药、香料全面发展；造林绿化与调整树种结构相结合，
●

适地适树对山场地块分类，依不同条件选择树种造林；造林绿化与综合开发建

立基地相结合，推广“山上造林、山腰种果、山脚种稻养鱼”的立体经营方式，

初步形成速生丰产林、工业原料林、竹林和茶果经济林等8大基地；规模造林

与城乡绿化相结合，把城乡环境绿化纳入林业发展规划；造林绿化与集约经营

相结合，重点抓好世界银行贷款国家造林项目，为营林造林管理提供示范。由

于推行科学管理，依靠科技进步，建阳市的人工造林面积保存率、合格率、人

均有林地面积、经济林合格率等指标均达到或超过省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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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市林业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横排竖写，详今略古，突

出当代，展现特色，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建阳林业

的历史与现状，反映林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数十年来以发展林业生产、建设林

业基地为己任，用自己的血汗保护森林，利用森林，为建阳经济发展所做出的

重大贡献．特别是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林业系统深入进行营林体制改革，运

用科技力量培育森林资源，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林区的新格局。

全书寓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专业性于一体，是一部建阳林业“小百

科全书”o全书给令人以借鉴，为后人而存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指导

意义。

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以史为鉴，按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

景规划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建阳林业的各方面工作，保护好森林，‘利用

好森林，把一片绿油油、光灿灿的建阳山水献给21世纪，献给未来!，

建阳市林业委员会主任唐文寿

199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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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建阳市林业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述年限，上溯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4年底，个别事物延至

1995年成稿之时。根据横排竖写和详今略古的原则，存真求实，着重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阳市的林业建设与发展，森林资源开发-9利用的概况，特

别是改革开放后林业工作的成就。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环境与资源、山林权属、森林培育、森林保护、

．森林利用、经营管理、人事劳动管理、科教宣传、林业机构、人物录等篇章，

篇中一般设章、节、目。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档案馆(室)、图书馆(室)，市林委档案室以及

历代<建阳县志>，有关报刊杂志、专著和调查资料、口碑资料等。所得材料经

考证鉴别后载入。有关统计数据以市统计局和市林委统计资料为准。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表述，．以志为主，力求图文

并茂。大事记依时序记述，以编年体-9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六、本志使用的林业专业术语、名词、名称等均以林业部门通用的规范为

标准。

七、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原纪年，括号内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

用阿位伯数字，括号内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记述各时代的机构均按当时的名称。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按各

时代照实记述。计算单位以公制为主。

九、本志记述内容，以1994年市林委分管工作范围为限，不属本部门管辖

的，虽有涉及，但也从略。

十、1994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建阳撤县设市。设市前以县行政设

置，设市后按市行政设置。本志均按各时期变动情况照实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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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建阳市位于福建省西北部武夷山南麓，东临松溪、政和，西接光泽、邵武，南连建瓯、

顺昌，北邻浦城、武夷山。全境东西宽112．5公里，南北长69公里，土地总面积3383平方

公里，其中，林业用地2728平方公里，占80．65％；耕地306平方公里，占9．04％。‘

建阳县是福建最古老的5个县邑之一．4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东汉建安十

年(205年)置县，历经1790年，至1994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县级建置)，

隶属南平市。现全市辖10个镇、3个乡、190个村，15个居委会及3个国营农场，总人口

33．69万人。， ．J
’i

j “

建阳地处闽北中心，为闽、浙、赣三省交通要冲。福分线、瓯深线、水杉线等公路干道

穿境而过，使建阳与外地的交往畅通无阻。即将开通的横南铁路。为建阳扩大对外开放和物

资交流创造条件。市境内交通发达，有公路114条，总长1094公里，其中林区公路总长

817公里，成为发展建阳林业经济的动脉网络。 ，-

。

一

建阳地处东经117。327204～118。37 751”，北纬27。16’32”～27。43’41’。属中亚热带季风气

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冬短夏长，日照充足，雨季集中。地质古老，地貌复杂。山地土

壤十分之九是红壤，肥沃丰厚，适宜林木生长。土壤、气候、植被均呈明显垂直带谱分布。

山脉逶迤盘亘，地形以中低山、丘陵为主，西部、西北部与东部地势高。中部低；东西距离

长，南北距离短，形似马鞍。境内海拔最高的是环峙西北的猪母岗中的背岗(1859米)，海

拔最低处是南部的宸前电站(125米)。溪流纵横交错，水域总面积2．19万公顷。全市71

条溪流中，流域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9条，最大的崇阳、南浦、麻阳等3溪在境内的流

域均超过100平方公里。 ’ ‘

，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环境，孕育了建阳丰富的森林资源。据1994年森林资源变化统计，

全市有林地面积217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65．8％，绿化程度84．9％，活立木总蓄积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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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8万立方米，毛竹活立竹4547万株。在植物种类中，有维管束植物190科635属1800

多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19种；在动物种类中，有野生兽类100多种，鸟类二三百种，昆

虫5000多种。

素有“林海竹乡”美誉的建阳市，是我国南方48个重点林区县(市)之一。境内黄坑

大竹岚一带为国家重点保护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部分。区内原始森林里因有众多

的珍稀树种、名贵药材、珍禽奇兽、名草益虫等，被誉为“鸟类乐园”、“蛇类王国”、“昆虫

世界”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成为重要的生物标本采集地和科学考察地。

1962年11月，郭沫若先生来闽旅游观光，对建阳的山川秀色赞不绝口，挥毫留下“风

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的墨宝；1983年，国家主席李先念视察建阳时，也盛赞：“这

是一块好地方。”

建阳林业源于古代园林树艺，系汉以后，北人避乱南迁时传人。经历代相沿而益盛。始

于村头巷尾、弄院之旁、墓茔两侧植树种竹，旨在保风水，安民宅，美庭院，静环境。明嘉

靖<建阳县志>载：唐时刘翱筑室于麻沙镇之南，“手植樟木，其后长茂，大数拾围”。南宋

时，文人云集建阳，诸儒喜种竹、植松、插杉。(建阳县志)云：城之东建有读书室，徙石

为山，植松种竹；朱熹于云谷山(今莒口镇东山)筑“晦庵草堂”，外植丛篁，内疏莲沼，

植杉绕径；庵前隙地则植椿、桂、兰、蕙等。村民也多有宅前屋后植树造林的习俗。因此，

到处乔木联荫，．青翠弥缝如幕，且有东林烟树．、南山修竹、松岗夜涛、周道古松等诸多胜

境。

汉代以前，建阳人口稀少，森林几无开发。晋至唐代，始拓荒沃土，种植茶树。至五

代、两宋，北民大量南迁入闽，伐木垦田之风甚盛。南宋诗人朱行中诗曰：“水元涓滴不为

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以后各代，垦林地为梯田，历久不衰，导致森林资源日益减少。清

末至民国时期，木材开始出口，每年从建溪干支流输出大量木材，致使沿溪林地多退化为疏

林、赤壤，造成水土流失。农民素有烧山积肥与开垦的习惯，时有火灾发生，加之樵采无

度，近山森林濒于毁灭。至解放前夕，全县荒山达6万公顷之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建阳市(县)委和人民政府把发展林业列入全市(县)国

民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议程，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发展林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令，开展

山林权改革，加强林业建设。发动群众封山育林。造林护林，大力推广育苗、造林、治虫等

新技术和采伐集材新工艺，促进林业生产发展。1950～1957年，造林面积5390公顷，木材

消耗量年平均35万立方米，低于生长量，森林生态始呈良性循环。

1958--1960年，大炼钢铁，毁林烧炭，采伐木材约90万立方米；“大跃进”盲目生产，

困山腐烂木材达10．7万立方米，3年中共消耗木材238万立方米(含计划采伐和其他消

耗)，为同期木材生长量的1．7倍，造成采伐迹地抛荒1．2万公顷，全县荒山增加1．4万公

顷。“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政管理松弛，大批盲流人口涌进林区乱砍滥伐，投机倒卖木材，

严重破坏森林资源，致使年均森林“赤字”超过30万立方米。同时，社会上制作家具成风，

、1●l●●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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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伐、盗卖珍贵木材时有发生，楠、樟、榉等成材林几乎灭绝。1979～1981年，片面提倡

“要快富，上山找门路”，多头插手林区，竞相采购、加工木材；城乡亏损企业也借机转营木

材以“扭亏增盈”。3年中消耗木材270万立方米，为同期森林生长量的1．5倍多，森林赤

字令人担忧。据统计，1958～1988年，森林总消耗量约2200万立方米，超过同期生长量

400万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净减240余万立方米。资源消耗中，国家计划采伐的仅占42％，

其余为计划外采伐和社会性消耗。 ·

1981～1983年，落实林业“三定”政策，稳定山林权属，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

责任制，逐步形成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发展林业生产的新局面。除国有林业单位和乡村集

体林场独立造林、营林外，出现了国有与乡村合作造林、个人承包户一同承包荒山造林、集

体林场或家庭联产联责承包造林等多种造林形式，林业生产热情高涨。领导在决策中开始重

视森林生态效益，贯彻实施<森林法>，实行指令性限额采伐管理，严禁乱砍滥伐，健全

“三防”体系，降低火灾和病虫害的损失，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保护和恢复森林资源。至

1988年，森林消耗量下降至50万立方米，低于同期生长量78万立方米，森林“赤字”得

到控制。

1989年，全县人民积极响应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的“消灭荒山，绿化八闽

大地”的号召，群策群力，实施省委、省政府部署的“三五七”造林绿化工程。中共建阳县

委和县人民政府确立“三年消灭荒山，五年绿化建阳”的目标，制定发展林业的一系列优惠

政策，调动行政、企事业单位和林农造林的积极性。1991年，全市提前一年消灭荒山。在

造林绿化中，林业部门坚持依靠科技造林、营林，提高造林成活率和造林面积保存率。各乡

镇注重因地制宜，进行林、果、茶、竹等综合开发，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至1995年

10月，全市7年共完成人工造林4．07万公顷，幼林抚育作业累计面积为27．6万公顷，全

民义务植树473．96万株，绿化程度由65．4％提高到84％，森林覆盖率由53％提高到

65．8％，顺利通过福建省“三五七”造林绿化达标的检查验收，名列全省前茅。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建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重视林区的开发、建设和发

展经济，至1993年底，先后投入1．52亿元资金用于林区建设，其中用于绿化造林、建立林

业基地、森林“三防”(防火、虫、病)、林业调查规划、良种繁育、林业科技等森林开发、

保护的生产建设资金共8998万元；用于森工企业和林业事业的道路交通、河道工程、厂房

住宅、学校j医疗、文化娱乐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基本建设和林业机械设备配置的资金共

6208万元。“三防”体系和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为林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全市以国有

林业采育场、林场为主导，以乡村林场为主体的林业生产体系日益壮大，且已转向规模集约

经营。国有林业企业19家，职工(含事业单位)3000多人，固定资产2500万元，经营面

积3．13万公顷，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材14万立方米，商品竹120万根，累计向国家提供木

材700多万立方米，毛竹4000多万根；村集体林场120个，经营面积15．1万公顷，固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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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4049人。全市已营造造纸原料基地林4093公顷。世界银行贷款国家造林项目林场9个，

营造速生丰产林7239公顷。全民义务植树基地511．7公顷。

林业作为建阳市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它的振兴也为建阳市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改

革开放以来，全市先后建立的国有、集体、个体工业企业近300家，其中以山林资源为原料

的造纸、松香、樟脑、香料油、松焦油、活性炭、胶合板、刨花板、竹胶板、纺织器材、气

象器材以及木片、竹制品、竹木家具等占林业工业产值的70％；1994年，林产化工业和竹

木加工业产值达1．5亿元，上缴税利2034．20万元，比增20．25％，其中实现税金1799．42

万元，比增21．09％；产品出口创汇年产值3000多万元，占全市外贸总额50％左右。林业

已成为建阳市开发性生产的基础和出口创汇的源泉。

五

建阳市林业的振兴，主要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得益

于全市人民在中共建阳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合力实施“以林兴市”的战略决

策。全市人民树立大林业、大绿化观念，坚持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治山，立体开发，

大办商业林业、基地林业和社会林业，通过深化经营体制、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增强自

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通过建立和完善森林保护、资源管理体系，确保青

山常在，永续利用，实现生态平衡，良性循环；通过科技兴林，依靠科技进步，增加森林资

源，增强林业发展后劲，促进全市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建安八年(203年)

大 事 记

东 汉

孙权对闽中第二次用兵，派贺齐进兵建安郡(治所在今建瓯市)，立南部都尉府。时洪

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5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今浦城县)。吴五六千户，别

屯大潭(今建阳县治西南)，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今建阳南二十五里)。
7，

建安十年(205年)。 !，

●_

转讨上饶，分设建平县(今建阳)。。 一，·．一’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

改建平为建阳。，

、 0，
、

隋

隋朝，把建阳管辖的上下梅乡六里划人崇安。

唐

唐时有刘翱，手植樟木，其后长茂，大数十围。浔洲太守刘中会．刨樟塘书室于旁，今

已不存。

宋

宋代，福建木材资源丰富，为木雕刻本提供原料来源。建阳麻沙与崇化的刻书业，兴于

北宋．南宋最为鼎盛。“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以建阳为最，建本行天下”，建阳木雕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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