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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溧水县位于南京南郊，秦淮河上游，属宁镇丘陵农业区。境

内岗峦起伏，岗冲相问，海拔一般在200米以下，是典型的丘陵山

区。优越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农业发展历史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对发展林业生产有着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建国四十年来，党和

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支持林业生产，把发展林业作为开发山区经

济的战略重点，发动群众，坚持造林，育林，护林，取得了较大

的成绩，使溧水林业不断发展。
’

，

《溧水县林业志》是对溧水现代林业，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

来林业建设的一个很好总结。它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

方法"，记述了溧水林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林业的几度兴衰及

其原因，介绍了树种分布，森林树木及林中野生动植物资源I反

映了建国后林务机构的建立、发展，科技队伍的建设等，体现了社

会主义新方志的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它可为境内今后丘陵山区

的林业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科学依据。同时，对于激励今人，

启发后人，也具有一定意义。 ．

’

林业建设乃百年大计，回顾过去i特别近四十年来，溧水

的林业建设取得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可比拟的成就。今后，

愿全县近40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鉴古

知今，同心协力，奋发图强，把溧水的山山水水建设得更加美

荮。 ．．

：‘

‘ 溧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赖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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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溧水县丘陵起伏，岗峦绵延，气候温暖湿润，具有林木生长

的良好自然条件。劳动人民自古就在境内植树造林，至明代，‘石

湫，云鹤等山区遍布桑，枣树木。清末至解放前夕，由于战争频

繁，尤其是13军入侵，’人民颠沛流离，林业受到严重摧残。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林业生产。四十年来，在

保护原有森林资源、推广人工造林、加强林业基地建设，积极开

展林业科学研究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林业生产更加生机

蓬勃，欣欣向荣。到1988年，全县有林地面积已从前放前夕的l万

多亩发展到23．64万亩，森林覆盖率从0．6％提高到16．30％，林产

工业从零开始，发展到拥有纤维板厂，松针粉厂等加工企业。森

林资源的综合利用，加速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溧水人民为“绿化祖国彦的奋斗业绩，

理应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时代的需

要，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溧水县林业志》便是在这一认

识的基础上修纂的。这是溧水建县以来第一部林业专志，它记载

了溧水林业生产的历史与现状，以资借鉴历史，服务现实，启迪

恳人。

这部林业专志是在中共溧水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完

成的，并得到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关怀和指导。林业志从组织力量，

收集资料到编写，送审，修订，为时四载。在送审中得到江苏省农

林厅，省林学会，南京市农林局等单位的领导和专业人员的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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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赐教。经过兰易篇目，六易其稿，终于编修成书。为此，

我们对关心和支持这部专志的单位和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l

我们正处在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时代。展望未来，前

景光辉灿烂。全县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和林业劳动者，在党的领

导下，应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科学技术进

步，勇于改革，开拓前进，创造更为光辉的业绩，为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林业贡献力量。

溧水县林副业局局长张长生 ．

1989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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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水

开皇十一

故地东部

邻溧阳，

距省城南

藩篱。东

延十数里。城西美人山、大凤岗平衍绵垣，俯瞰城中之景，尽收

跟底，t至为险要。南京通往皖南山区的公路横贯县境，自古滦水

乃金陵东南之屏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

’． 全县土地总面积1048．33平方公里(包括石臼湖水面82平方

公里)，折合157．24万亩。1988年全县共有16个乡、1个县属镇、

7个县属国营场圃，213个行政村，1386个自然村。总人口380363

人，平均每平方公里363人，其中农业人口355862人，劳力174950

个。耕地面积469778亩，其中l水田390127亩，早地79651亩。

(二)

溧水县是个多山县份，属宁镇丘陵山区，为茅山山脉的延傩

部分。全县除石臼湖外，几乎都有岗丘分布，山，丘、岗，靖，冲

占总面积的79％左右。全县宜林山地37．54万亩，多数土壤较为

深厚，立地条件好，适宜多种林木生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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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水植树，栽桑、种果的历史悠久，据明万历七年0579年)

《溧水县志》记述l邑境拓设有桑枣主簿—员，境内桑二十万七

千零七十三株，枣二十五万六千九百一十八株黟。可见溧水早

在明代就有栽桑种果的习惯。清光绪《溧水县志》还记述t境内

“群山环抱，树木荫翳，望之如披画图打，寥寥数语道出溧水百

年前林木茂盛的风貌。清末以后，由于战争频繁，尤其是日军入

侵，人民颠沛流离，全县林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1949年初，全

县仅保存林地万余亩，只占宜林山地的4％，林木蓄积量约5000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林业生产的

恢复和发展。不断颁布有关林业政策法令，加强森林保护，实行

封山育林，广泛组织采种，育苗，大搞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使

林业生产百废俱兴。溧水人民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使林

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1988年森林资源调查结果，全县有

林地面积达236426亩，与解放前夕相比增加了16倍，森林覆盖率

为16．3％，林木蓄积量为433817立方米。国有林从无到有，不断

发展壮大，1987年有国营林场4个，经营总面积72944亩，其中，

有林地面积59791亩，森林覆盖率82％，林木蓄积量125554立方
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林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各地林

业口专业户一不断涌现，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林区经济

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林场由单一经营，转变到林，工，

副、商多种经营。充分利用林区的小材、边材为原料，建立了林

产工业——纤维板厂和多种加工工业，开始形成林工副商一体

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型体制，经营效益也不断上升。1985年

国营林场总产值462．3万元，相当于1978年总产值71万元的6．5
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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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在开发山区建设中，注意认真贯彻“以林为主，以短养

长，长短结合，综合利用，，的方针。在大力营造用材林、防护林

的同时，积极发展收效较快的经济林，充分发挥林业的经济效益

和防护效益，在自然生态平衡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还积极

开展环境的绿化．美化工作，有的地方繁花似锦，生机盎然，呈

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

纵观历史，建国后溧水山区开发之广，林业发展之快，是任

何一个历史时代无法比拟的。但应看到，溧水的林业建设也是经

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而认识规律，用科

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革新精神，为振兴溧水林业作出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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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居民，

五月五日，雨雹，大风拔木。

民国四年(1915年)

县城文庙前开办苗圃，占地3亩有余。

民国五年(1916年)

清明节广为植树，计用银一百一十三元六分七厘。

民国六年(1917年)

城内筹备仓之西开辟植树场，后又于仓南添辟一场。在植树



场种植榆，槐，乌桕等树，计用银一百二十六元六角三分兰厘。
上年和当年两项用银均于地方附加税下临时动支·

。

民国十七年(1928年) ：，。j·：

’县城大东门外建立县立林场一所，并于大西门外美人山建植
树场一处，栽植枫香，松，麻栎等树120亩。

；

c’ ：；

民国二十年(1931年) - -。

6月4日，数日连降大雨，山洪下泻，江潮倒灌，圩田多淹没。

县城亦淹，水深没膝。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 。?

在美人山植树场造林29030株，面积53亩。 ’|-，：

在县城大东门外土地祠，成立县农业推广所(含林业管理)。
民国=十五年(1936年)。

·7’

在美人山植树场造林191670株，面积483亩。 一：’

民国=十六年(1937年) -；．7

抗日战争爆发，是年冬，溧水沦陷，县城西门外植树场被破
坏殆尽。 。

·7

民国三十六年(1 947年)

植树节(3月12H)举行仪式，召集城区机关组织造林运动

委员会，开展植树活动，是年，全县共造公，私有林468404株·

一九四九年 ．。

4月25日，溧水解放后，人民政权于5月至7月先后接管林场，

苗圃，农场，飞机场，救济院等，并于8月12日，由县人民政府布
告周知。

‘

，
?

一九五。年 ．．

1月4日，县人民政府生产建设科主持召开3个乡54个自然村的

乡干部和村长会议，成立溧水县国营林场，场址设在城郊胜水铺·

一九五一年

9月，全县建立乡，村封山护林委员会33个，自然村护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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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84个，参加护林小组的农户3145户，封山育林面积15490亩。

．、 一九五i=年

7月7日，苏南行政公署农林处派刘文源到溧水，在曹山顶上
的曹山庙召开溧水、溧阳两县射定曹山山界会议，并签订协议书。

11月aoB，县人民政府奖励造林，护林劳动模范30人。

11月19日，江苏省农林厅派3名干部会同漂水、溧阳两县代表

解决回峰山毗连山界问题，并签订协议书。

一九五三年

7月10日，江苏省农林厅林业调查队12人，由陈耀斗率领，

来溧水县作重点方格澳9量，计测平安山7000亩，观d．130000亩。

一九五四年

3月2日，县人民政府发出加强封山护林及春季植树工作的通

知。

冬，溧水县首次引种油茶，用油茶籽直播造林16000亩。

12月13日，县人民政府发出“认真做好山区封山护林防火和

防治松毛虫的通知"。

一九五五年

4月1日，县人民政府发布(府秘字176号)布告，其中规定

社员入股土地上的原有各种零星林木、果树，一律归社员自己所

有。对自愿入社的果园，桑树、竹园和林木，应按照栽培树木所

花的劳动与收益的具体情况，订出适当的计酬办法，保证栽树者

应得的合理权益。

秋，江苏省林业调查队一行20多人，对全县山区进行以用材

林为主的营林调查。

冬，全县松毛虫危害严重，芳山林区被松毛虫危害死亡的松‘

树达10万斤。

一九五六年

5月，溧水县加入苏，浙，皖三省毗连地区护林联防组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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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联防区成员县之一· ， ．

6月30日，县人委转发江苏省林业厅《关于加强保护国有林

木及母树严禁砍伐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

6月7日，县人委决定，将县桑苗圃撤销并入县林场统一经营。

林场由城郊胜水铺迁至洪蓝松岭庵(桑苗圃原址)，单位名称仍

为“溧水县林场矽。原胜水铺场址改设林场果木生产队。

9月21日，县人委发布《关于做好割草留树，保护林木的通知》·

12月19日，中共溧水县委批转县人委党组《关于林场定型方
案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

4月6日，县人委批准在林场举办林业中学。9月，县人委通

知更名为。漂水县林业学校劳。

冬，林场在育苗中，首次实行。兰包一奖制秒，即。包产量

包质量、包经费，超产者奖励。黟

12月，县人委决定，林场胜水铺果木生产队划出，予原址成

立溧水县果园。

12月31日，县人委决定，林场场址迁至东庐乡大山下村，原

场址归还给桑苗圃。县桑苗圃恢复建制。

一九五九年

2月，县绿化兵团200余人，转为县林场工人。

5月10日，成立“溧水县封山护林委员会黟，由11人组成，委

员会主任由县委副书记景学彩兼任。

8月1日下午3时左右，县林场(大山下村)附近，突降大雨，

间夹蚕豆大小的冰雹，并伴有飓风，林场房屋被吹掀房顶24问，

倒塌3问，未伤人。

一九六。年

2月9日，东庐山由于樵柴人乱丢烟蒂，引起山林火灾，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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