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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7年9月27日世◆

界银行官员瓦格纳先生

在林业部世行贷款资金

管理中心主任屈树业、省

林业斤副厅长沈璇、副市

长徐志生等领导陪同下

检查我市世行贷款国家

造林项目质量。

1 998年度建德市林

业技术推广中心被省林

业厅授予 全省林业科

技先进集体称号。

●1 99 7年7月7日欧

目评估小组沼气专家凯纳

学家泰勒 在我国著名沼

杭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主

陪同下．考核评怙我市农

建造的豆制品废水净化沼



血世行贷款杉木造林工程实施丰产林
技术标准从1 9 91 1 9 9 8年共完威
4442 45公顷．经省林业厅抽查验收造
林质量和技术指标连续五年评为优秀工
程。图为新安江镇朱池村杉木丰产林。

▲常绿阔叶林是建德市地

带性顶级群落具有多种森

林生态功能优势具备生物

多样性特征。图为石屏乡田

畈村留养的常绿阔叶林生态

景观。

止1 993年起市林业局从临安、德清引

进笋用竹良种．建立母竹林基地。图为在

杨村桥镇上山村建立的临安细叶乌头雷竹

母竹园。

的科学、文化、经济价值。

经1 99 7年调查统计．全市

共有百年以上的古树名

木和珍贵稀有树种40种

955株。图为钦堂乡千年

古树⋯银杏。

毛竹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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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林业局和林科所科

技人员在三都、前源、风凰

一带利用野生草榧实生苗

改良嫁接香榧接穗成活率

和保存率达到9 0％投产

期提前7 8年左右经济

效益增加6 7倍。图为嫁

接后的草榧树结出香榧果。

．． 1 9 9 2年开始市林科

所建立板栗优良无性系采穗圃。

培育板栗优良无性系1 2个．

为全市发展板栗提供接穗和良

种嫁接苗。

．． 建德林场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引进的优良食用干

果一美国薄壳山核桃

如今已进^盛果期。图为

建德林场产美国薄壳山核

桃果实。



利用低位嫁接换

种技术改造板栗低产

林 提高板栗品种和

单位产量。

《 市林术种苗站在航头镇东

村村圃地推广容器育苗技术

培育国外松苗木 节约育苗威

木．提高造林成活率。

林业科技人员经常送科技

下乡。图为林业高级工程师倪

德良为板栗种植大户传授板栗

综合培育管理技术。



生态公益林具有涵养水卜

源、保持水土、美化环境和

保护森林物种多样性等生态

环境功能优势。图为新安江

森林公园生态公益林一瞥。

庭院林业在我市农村已-．

蓬勃兴起 即增加绿色植被

覆盖率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又增加农户庭院经济效益。

图为乾潭镇龙庄村庭院林业

景观。

．_ 珍稀树种具有重要的经济 科研价

值。图为寿昌林场绿荷塘林区保护完好

的刨花楠大叶楠、紫楠、红楠4种楠

木组成的天然楠木林面积迭I 5 0余

亩 为全省所稀有。



盘 太阳能开发利用技术已在我市生产、生活领域应用。新安江镇居民已普遍

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节约商品能源减少污染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利用厌氧消化技

术，处理农业废弃物

实行沼气综合利用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图为麓工中的畜牧场

沼气工程。

利用生物发酵原

理 建立净化沼气池

用于处理城镇生活污

水和高浓度工业有机

废水。图为施工中的

工业有机废水；争化沼

气工程。



序

建德市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林业建设对发展全市

农村经济、保持水土、调节气侯和改善生态环境都有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建德县就重视林业科技工作和林业知识教育。

1924年在梅城建立了省第一模范造林场，1928年创办了县级林木

苗圃。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德县委、县政府多次创办林业中学、

林业技术学校，为山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林业技术力量。．1979年

和1984年分别建立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和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有

了专门从事林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的机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建德林业

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得益于林业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科研成果的推

广应用。市委、市政府对林业建设的重视和一系列鼓励政策的出

台，为发展林业生产和林业科技进步起到关键作用。全市林业科

技人员认真从事林业科技研究和积极投身先进适用林业技术的推

广应用，为我市林业生产朝着集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一优

两高’’林业工程模式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市林业局为了全面地、系统地记载本市林业科技发展史，总

结前人经验，供后人借鉴，组织科技人员收集、编写了《建德市

林业科技志》，同时还收编了林业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论文著

作名录和所获荣誉称号，对今后我市林业科技不断发展，勉励林

业科技人员不断开拓进步，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建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绉’厶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凡 例

1、本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力求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反映时代特点和专志特

彦o 。

．2、体裁采用述、记、志、传、表、录等，以志为主体，。分

五章记载。

3、通述古今，详今明古，上限起于发端，下限断于1998

年，个别资料延续至出版。

4、本志编写始于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底完稿。

5、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林业志及调查采访资料，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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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建德市林业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79．5％，林业对发展建

德经济、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和改善生态环境都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民国6年(1917)省立甲种森林学校在严州(梅城)成

立。民国7年(1918)10月，建德知事张良楷热心林业有功，省

长命令记大功一次，当年建德县造林301 5．5公顷。民国13年

(1924)在梅城建立省立第一模范造林场。民国1 7年(1928)建

德、寿昌县分别成立县办苗圃。民国35年(1946)县农业推广所

制定了励行保林方案，保林竞赛办法，举行木材检查，限制山林

垦种等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德县林业科技和教育得到不断

发展。195J年起，陆续从南京林学院、浙江林学院、浙江林校和

宁波林校等院校分配毕业生到本县从事林业技术工作的有100余

人。1958年，寿昌县、建德县分别创办了林业中学。1959年，创

办建德县农林技术学校．其中林业专业5个班、学生200人。1960年

林业班与农林学校分开，单独成立建德县林业技术学校．1961年3

月学校停办。经过林业学校培养过的学生，回农村后，在林业生

产中起到技术骨干作用。1970年lO月，在建德林场创办了建德县

工农“五七”干校，其中林业专业2个班，从各乡镇招收初中毕

业生120名，1972年11月毕业后，留建德林场24名，成为该场技

术骨干力量，许多乡镇林管员也从该校毕业生中选聘。1983年，

县政府决定创办林业中学，校址设在劳村乡。县财政拨建校经费

八万元，’县林业局资助部分仪器设备、苗木、种子等。1983年秋

季招收林业、园艺班学生1 00名，1984年招收园艺班50名，1985

年招收园艺班50名，1986年首批毕业生84名，成为农村发展林业



生产的技术力量。林业科技人员从四十年代的两名，发展到1998

年的215名，其中高级工程师9名f含退休5名)；工程师36名(含退

休15名)。1977年9月建立建德县林业科学研究所。1978年全国

科技大会以后，重视林业科研工作，从1979年至1996年，全县完

成林业科研成果47项，获部、省科技成果奖14项，省林业厅科技

成果奖12项。1984年5月成立建德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目前拥

有林业科技人员65名，其中高级职称3名、中级职称15名；建立

林业示范基地14块，面积97．3公顷。组织各类林业技术培训班、

技术咨询、技术承包、印发资料等各项技术服务活动，通过实用

林业技术培训班，．受训5440人次，提高林业生产技术含量，促进

林业科学技术进步。

1958至1960年， “大跃进”、刮五风，全县林业遭受很大破

坏，毁林1．73万顷。1961年开始，以停垦还林为中心，大力开展

植树造林，一至1964年，全县停垦还林1．45万公顷。1972年杉木基

地造林在全县范围内展开．到1984年共营造基地林3．26万公顷，其

中杉木林2．67万公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提

出“若要建德富j山上下功夫"的战略决策，落实山林所有权，推

广科学造林技术，并限制林木采伐量，使林业生产迅速发展。1990

年和1 994年，我县(市)分别被列为世界银行贷款国家造林项目

一期和二期工程，成立以分管市长为组长的世行贷款造林项目领

导小组，通过总体规划设计，按照《浙江省国家造林项目杉木、

马尾松、火炬松速生丰产林技术标准》．实施工程造林，八年共完

成造林面积5896．84公顷，其中杉木林4442．45公顷，占总面积

75．3％．造林质量显著提高，连年被省林业厅评为优秀工程。1995

年市林业局围绕《中国2l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组织林业科技

人员进行生态经济型林业规划。1996年，根据林业部的部署，又

进行森林分类经营规划。根据1996年全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统



计，全市有林地面积达l 5．663 l万公顷，总蓄积量409．93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76％，绿化程度95．64％。1994年建德林业主要指

标中的有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量分别列全省第八位，森林覆盖

率列全省第1 142。1984--1996年活立木年均生长量3 1．9874万立方

米，年均消耗量19．9848万立方米，年均净增蓄积量12．0026万立

方米，年均净增率3．55％，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92年和

1993年，分别建立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新安江森林公园，经过

绿化造林和封山育林，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富春江国家森林公园

的森林覆盖率达87．9％，绿化率94．O％：新安江森林公园的森林覆

盖率81．5％，绿化率达98％，对全市发展林业生产、保护生态环

境、发展森林旅游事业、开展动植物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发挥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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