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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篇通县的林业

第一章概 述弟一早儆 尬

～j‘，

通县位于北京市东南郊，北纬39。56’，东径116。377，县城距建国门17．5公里，是世界上

最长的人工河——京杭大运河的源头，是北京交通的重要门户，为京东贸易中心。

通县总面积81 533公顷，全县有1区11个镇12个乡，476个自然村，13．7万农户，总人口56

万，其中农业人口占78％，多数为汉族，还有回，满、朝鲜等共12个民族。

全境属潮自河，永定河的洪积冲积平原，平均海拔20米，境内有大小8条河流和3条人工

减河，总长218．5公里。地势平坦，由西北向东南稍有倾斜。潮白河，北运河两河流域沙质土

较多，个别地方春季有风蚀和沙埋现象，南部低洼易涝，盐碱地较多。全县有耕地59 563．4公

顷，总体看大部地区土壤条件优越，适宜种植，是北京市的农业区之一。

通县气候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半湿润季风区，气候适宜，平均气温“．36C，无霜期

达190天以上。1955一1989年平均年降雨量615．3毫米，农田蒸散1961一1989年为年平均812．6

毫米。春季多于旱，全年平均风速2．7米／秒。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科学种田水平的不断提高，198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687．1公

斤，比1980年增长76％，畜牧业、渔业也有较大发展，尤其是工副业发展较快，乡(镇)村

工剐业总收入由1979年的47％，增加刭1989年的5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项事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通县林业也有重大发展。但是，

长期以来生产经营政策中的某些失误及某些矗左移倾错误，却影响了其发展速度，在盘大跃

进秽和“文革黟时期，林木遭受了几次大的破坏，严重挫伤了群众的林业生产积极性，导致

毁林，毁果，毁苗圃种粮，乱砍监伐，重砍轻造，造而不管等现象相当普遍。而由于历史原

因造成的林业生产水平低，科学技术落后、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失调等问题，仍较突出。

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通县党和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打

破∥左旁的思想束缚，按照自然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推广林业技术，调查规划，实行

工程造林，积极发展林业，建设农田防护屏障，狠抓育苗，确定林权，落实林权政策，制订

林业生产责任制，放宽林业政策，实行限额采伐，严格采伐审批手续，加强林业资源管理，

坚持依法治林，发动全民办林业，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增强了全民的绿化意识，出

现了造林，育苗、果树管理的专业户、重点户，联户承包等，推动了造林绿化运动和林，果

基地建设的发展。通县林业生产，呈现了以绿为主，乔、灌，草，花、果结合，国家、集体，。

个体一齐上，绿化首都，兴林致富的新局面。1990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全县有林地1 1 267

公顷，其中l防护林1 875．7公顷，薪炭林460公顷，经济林1 875．7公顷，村镇“四旁黟(特用

林)4 336公顷，全县森林覆盖率1 3．8％，比1949年增加了16．25倍，有效地控制了风沙，保护

了农田高产稳产。10年来平均每年提供木材0．5万立方米，1989年果品产量754．9万公斤．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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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评为北京市郊区平原绿化先进县，1986年获林业部颁发的“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劳奖。

第二章林业大事记

1949年

1 1月，通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主管全县农林等生产工作。

1950年

2月8日，通县人民政府将全县植树计划定为1 1 72 340株，在县扩干会上同生产一起布置

到区。

4月7日，中国共产党通县委员会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会上提出了继续突击植树，并研

究了保树办法，号召各村制订护林公约。

6月，通县人民政府建设科改称农建科。

贾后町的梁树森，小灰店的于淑珍，马头的刘景俊被评为通县植树模范。

1951年

9月，通县人民政府在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提出响应政务院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

示，号召全县人民，人人保护林木，严禁乱伐破坏，有重点地进行冬季造林。

lo月，建立河北省通县专员公署农林局八里桥苗圃。1958年通县划为北京市辖后，该苗

圃交通州区农林局，定名北京市通州区苗圃。1978年改建为通县棉花原种场。

1952年

县政府提出了沙荒造林900亩，河堤压柳19万棵的林业生产实施计划。

1953年

国家无偿供给了树秧，政府还贷给了树秧款，发展果园。

1954年

深入贯彻华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关于加强林业工作的决定》规定的。谁种归谁骨、“伙

种伙有黟的政策。全县第一次发动了群众造林运动。群众情绪高涨全县完成造林2 335亩。

其中I国营造林281亩，防护林208亩，公私合作母树林40亩，地方国营母树林30亩，零星植

树48195棵，抚育1970亩，成活率达到80％左右。出现了以互助合作为主体造林。

7月7日，通县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对《私人植树，影响生产，应该制止》的提案，审查意

见是。本户在自己地上植树，原则上，政府不能给予限制，因产权是私有，如影响了地邻生

产，由区或乡政府对该户加强教育，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由乡人民政府帮助解决办理。

10)1，通县人民政府农建科改建为通县农林局，下设5个股。设林业股，负责全县林业生

产工作，副股长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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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r

1月4日，中国共产党通县委员会，对办高级社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指出。社员私有的林

木，应本着保护林木，奖励栽培的精神进行解决。。对成材的林木，可采取计搿方黟存社或按

现价归社，由社统一经营，从林木逐年收益中偿还，归还年限双方可以协商或采用过渡办法，

树木再生长部份也可允许树主分一部分红利，不成材的幼树，可按栽培树的工本费或按现值

高于现价归社所有。对宅旁空院，场边、坟地内树木，可归社员私有不入社。

6月12日，通县农林局发出《关于绿化规格》(草案)。

1957年

3月5日，通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春季造林运动的通知》，要求全县认

真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在12年内绿化祖国的号召。

4月24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县委员会，通县农林局联合发出《关于当前育苗几个技

术问题的通知》。

1958年

1月12日，《河北省平原防护林规划》(草案)提出为了根治潮白河流域常年受风沙侵袭，

改良土壤，保护农田，增产木材。通县1958—1962年造林任务17829亩，育苗250亩，造母树

林240亩。

春季，在运河东岸栽植了果树，建立了通县第一个大型果园，交通县良种场管理，1974

年独立为通县果园。 ，、

垂月，通县由河北省辖划为北京市辖，定名通州区。

7月29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大力开展雨季造林绿化运动的紧急指示》。

lo月14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大力发动群众迅速掀起冬季

绿化造林高潮。

11月3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北京市通州区公路河流系统绿化规划设计方

案》。

11月15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大力开展造林运动和加强保护林木的布

告》。

1959年

3月2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全面开

展春季绿化造林运动的联合通知》。

3月5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发出《关于建立林业专业队的通知>。

3月22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防治树木病虫害工作的通知》。

8月28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大力发动群众采集林木种子的通知>。

11月4日，通州区绿化指挥部建立，区委副书记杨文彬任总指挥。

I 1月8日，共青团通州区委组织区直机关、学校，青年7000余人到宋庄公社造林。

l 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批转农林局党组‘关于宋庄公社乱砍滥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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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问题的报告》。

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召开第78次区委会，研究了《通州镇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和全区建设远景规划》。

徐辛庄公社林场(草寺林场)荣获市，县先进单位称号。

1960年 ．

元月1日，北京市通州区lo年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展出了lo年来林业发展成就。

2月，通州区改称通县。

2月10日，通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春季造林的安排》，贯彻林业生产基地化，林

业经营林场化、林木培育丰产化的方针，搞好春季造林，为实现林业“三化矽创造良好开端。

4月16日，通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当前保护林木的紧急通知》。

1961年

1月，通县农林局林业股改称林业科。

8月，通县农林局总结了北神树大队果树专业队管理制度，推广全县。

8B 29日，通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上店公社西定福庄生产大队贯彻执行中央盔关于确

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于政策规定黟的报告》。

11月5日，通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林权确定(试行草案)的通知》。

12月21日，通县人民委员会批转通县交通运输局，通县建设局《关于公路养护管理试行

办法的通知》，提出要路树整齐，做好补植等要求。

1962年

2月，国营北京市潮白河林场自庙分场建立(1968年移交给通县，定名通县林场)。

5月5日，通县农林局，通县公安局发出《关于当前护林工作的通知》。

871 6 FI，通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公路、河堤、公产林木的管理意见》。．

1963年

3月20日，通县人民委员会批转《通县农林局林业工作三年规划草案》。

5月6日，通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做好林木保护工作的布告》。

5月24日，通县人民委员会第21次会议，听取并一致通过了魏继庚副县长关于加强林木保

护意见的报告。
“

5月28日，通县文教局发出《关于护林的通知》。

5月29日和30日，通县人民法院在宋庄中学和马头镇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判李永海滥

伐树木和郑朝忠等偷砍树木的案件。

lo月15日，北京市农林局组织技术服务队，到通县协助造林和果树冬季管理的技术指导。

1964年

5月15日，通县农林局发出《关于禁止毁林种地和林地放牧的通知》。

8月，北京市潮自河林场接收商业都副食基地，建立丁四庄苗圃，主任韩瑞生(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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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4669部队)。
1 o)1 1 5日，通县人民委员会批转《通县农林局关于保护好杨树，柳树、紫穗槐条的意见>>·

1965年

8月30日，通县农林局发出《贯彻执行华北局1964年林业会议情况的报告>。

10月28日，在第lo次通县人民委员会上通过了((通县地方道路修建养护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了种植路树的方法和管理办法。 ， ，

￡
l

1967年

全县广泛深入宣传贯彻了9月23日毛主席批示搿照发矽的中发(67)305号文件I<关于

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
、

‘、 ●

．

1970年

北京市通县革命委员会制订了1971m1980年工农业生产发展规划。提出沟，路，渠，林

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

3月，成立通县农业局革命委员会，设林牧组，主管全县林业，畜牧、水产事业，组长李

凤臣。

秋季，通县农业局从通县林场抽人：派到各公社任林业员，林场人员逐步撤回后，各公

社用社调干部自行补上，1986年转为正式职工。

1971年 ，

春，从河南省鄢陵县引进泡桐根育苗。

5月30日，通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胡各庄公社黎辛庄大队任意毁林事件的通报’。

1973年

4月9日，通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河防，堤埝，渠道，沟旁植树造林的通知>。
} l

1974年

3月，通县革命委员会贯彻第二次全国平原绿化会议精神后，秋季侉子店公社大搞农田林

网建设。 ’
‘

t
一

4 8月27—29日，中国共产党通县委员会常委扩大会提出，大搞田间配套，沟、路，渠、林

综合治理，实现“南治洼，北治沙黟。

1975年

12月3日，通县革命委员会发出的通县情况增刊第一期中指出，集体放树，私人也放树，

是当前林业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 1976年

春季，通县林场自制成功植树挖坑机，投入春季造林使用。年底，全县开始了第一次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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