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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附记等章节，为读者提供了诚实可信的资料。查历代随州

志对林业均无记述，民国的档案涉及林业也甚少。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虽然涉及林业的档案，著述、报刊资料很多，更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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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i一。I。述

随县位于鄂北，处淮水以南，汉水以东，．属淮阳山地。东

北、北与河南省信阳，桐柏两县交界；西连枣阳县；西南接宜城

县；南与钟祥、京山、安陆三县接壤；东邻应山县。地理座标在

北纬3 1。l 8’～3 2。2 6’，东径l l 2。 4 4乞一l
1 3。4 7’之间。本县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一百一十公

里，东西宽约七十五公里，全县总面积六千九百七十五点一七八平

方公里。(《森林清查》1 9 7 5年)，县内地势南北高，中间

低，山脉走向呈西北至东南向分布。北部称桐柏山山地，南部称

大洪山山地。桐棺山与大洪山遥相对峙，支脉四延，地势逐渐向

县内中部倾斜，坡度渐趋平缓，形成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四‘

级阶梯。桐柏山以分水与河南省交界，海拨一般为5 0 0—8 0 0

公尺，．主峰太白顼处鄂豫两省之间，海拨I t”4 0公尺，为全县

最高点。随北有两个突起地带；由太岛顶向东南至二妹山；由七

尖峰向东南至西九里山。沿山脉走痴#玑因河流切割，形成两面

陡峭的狭窄夹道。大拱山与钟祥、京山两县接壤，悬汉水与浜水

的分水岭：海拨一般为5⋯0 0公尺左右。主峰洪山顶在本县境

内，海拨l O 5 5公尺灏南山地主要分布在沿边界一线。大洪出
形势奇险，厉为兵家所重视，自古乃汉东屏障。随县中部地势平
坦，，处两山间形成天然通道，称“随枣走廊”。 “随枣走廊"自

古以来为北连南阳盆地，南接江汉平原的重要通衢。



县境内有漂水、浸水，均水、滢水和漩水五大条河流，分支

约百余条，多源于大洪山、桐柏山山脉，有百川外流，仅一溪过

境之说。发源于桐柏山南麓的北部河流，呈南北向平行排列，发源

于大洪山北麓的南部河流，呈庙{．脉状分布．南北藏流经浸水汇集

于府河、至汉JlI注入汉水。境丙大河两岸及其汇集区，受河流冲

击，形成随中沿河平原。

随县城关镇(1 9 8 O年划为随州市)，位于随县中部，城

西为浸水与濒水婀交汇处。城关镇是随县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交遭四遗八达，汉丹铁路经过城关镇，贯通全县，为鄂入

陕j‘寄的黼生通道。 ．

[附]随县地势图

境内的地貌特征，各处差异颇大，分希在草店东北及西北部

桩师顶、玉皇顶、双峰、三道河及七尖峰一带的花岗岩体；组成

花岗岩地形，七尖峰主峰大樯垛海按96 7公尺，祖师顶海拔

8 1 5公尺，河流协割深度2 O 0—5 O O公尺，山峰突出，呈

尖山顶，尖山脊状。冲沟狭窄，呈V字形。此处山_商谷深，水土流

失严重，山坡上凡无坡积物。地貌显得破碎，是以侵蚀为主的侵

蚀和侵蚀剥蚀区。
’

发育在花岗岩山区的河流全为沙河。

分布在太自顶以南的合河，天河口、王子城，东王庙一带龅

太古代桐柏群片麻岩、混合岩，万和、高城．新啦，以及联强，

铹嫉，封江口一带的元古代应山群的片岩，千枚岩．片麻岩；游
山、尚店，何店、洛阳一带韵元古代应山群唐事变质凝灰岩，硬孩
卷，火山碎硝岩等，岩性较软，抗蚀力差，形成低丘缓坡。i率-沟

开阔呈U型a山坡植被复盖率较高，坡积物或洪积物发育。这一
带地形起伏较如，约j：6：O O公尺上下，比高稚l O O一2 0 0公

尺之阔，除太白顶一带为低山地区外，莲渐向南过渡为丘陵蛾!
形。在地貌上赙势梅造侵镪。侵斌莉饿及侵蚀堆积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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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在太镩代桐柏群租元古代应m群熊磁质岩系中的基
性岩及赶基惶岩体，如辉长岩、辉缘岩，角阿岩，客武岩、缎

碧岩等，风化后， 山顶浑园成馒头状。。冲沟凹谷开阔，坡积发

育，地形椽高犬多小于5 0 O：公尺，；比高外予2 O O公尺酶缝

带，属幢鞍地形，侵蚀莉蚀及莉蚀堆积地貌。

分布予万福唐、牮氢厉Ltl-；，玉i==I潭，簿粥t。新街、尚市、滤；
河、长岭∥，，等地的太片盘墨oo第三纪紫红卺藩，红棕，色秽

砾、砂岩，易风铯剥慨均组成丘陵及低丘岗地地形，地貌则属
于剥蚀堆积区。

境内的浸水，府河、派水、漂水。均水、灌水等河流及其支

流，两侧有高河漫滩一、二级阶梯存在j准平原化作用强，地势

平坦，水网发育，冲积物厚度大，地下水位埋藏浅，蝰下l水丰

富，故为平原地形或准平原地形，在地貌上属堆积区。

境内土壤按带区划分属此部巫热带黄棕壤、黄褐土带，分三

种类型：随南、随北为山地黄棕壤；随中为黄棕壤与黄褐士。黄

棕壤是北部亚热带低山丘陵地区的地带性土壤。分布长江以北，

淮河以南的低山丘陵地区，为本县主要土类。本县的自然土壤面

积较大， “本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湖北袜

业区划》>未受到人类生产活动影噙的土壤，主要是森林土壤和

荒山土壤。

本县属温带大陆性气侯，纬度适中，为南北海陆气团冲击地

区。天气变化晚显，春季温和，夏季炎热潮湿，秋季凉爽干燥，

冬季寒冷。

(=)

“随处万山之中，，(随州志)自-di'森林茂密，为多林地区。

现境内尚存不少古树，如银杏、柏树、松、栎等等，其中有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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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已达千年。本县森林，在地理划分上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含常绿阔计的落叶林亚带。在本省射允的八个较小的带区中，属

鄂北落叶阔叶马尾松、栎林区a建国以前，境内森林依赖“飞籽

成林"，几乎全为天然起源林。由于历代战争和灾害的破坏，至

建国初，境内荒山遍布；东至马鞍山，南至何店，西至药山、北 ·

沿随甲岗地奁吴山及桐柏山东南·带，总面积为=百七十万零二

十八亩。森林面积仅存二百八十余万亩，复盖率为百分之二十 。

八。我县自然植被保存完好的群落已经很少见了，大部分已被人
。

为所干预。 “森林面积减少，使复盖率大大降低，破坏了农业生

产的气侯，造成了干旱频繁，尤以大洪山周围一些县干旱频率最

大，成为有名的t旱窝子’”(《湖北林业区戈Ⅱ》)，建国后，

人工林面积不断增长，现人工起源林与天然起源林的比重约一比

二。 一

组成随县森林的乡土树种约有六十余科，一百二十余属、二

百余种，松、栎为优势树种，约占全部树种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

上．主要林种为用榜林、薪炭林、经济林三类。～九五O年始，
本县国营林场开始引入国外和外地的优良树种试种，至～九八二

年先后引入树种百余种，其中有的取代了乡土树种，有的不适应

环境被淘汰。～九八二年，在大洪山树种考查中发现不少珍贵、

稀有树种，如香果树、宜昌楠、玉兰等。

本县森林蓄积分布不均衡。一九八二年全县活立木蓄积量三

百四十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三立方米。总蓄积量中、谢家寨、七尖
峰、大洪山三个国营林场合计蓄积五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七立方

米，占总蓄积的百分之十六点二。全县木材蓄积人平为三点一立

方米，用材林蓄积人平为二点四五立方米，成材蓄积人平为零

点一七二立方米。人平木材蓄积量低于全国人平九点五立方米的

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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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历代统治者，对营林事业极不重视，森林呈自生自灭状态。

到民国二十二年(1 9 3 3年)湖北省农业推广处始于两河咀

设立随县果园，雇工四人，计有苗圃二十二床，：，植茁互千二酉八

十五株。二十四年(1 9 3 5年)果园改为苗圃。抗日战争时，

随县县政府退驻环潭，苗圃移设于狮子口(今环潭社治东北)，．

面积约五十亩。每年植树节政府虽倡导造林，但数量甚少，如民

国三十二年(1 9 4 3年)随县县政府及各机关团体植树五万五

百余株，是为民国以来盛举。

建国以前，。按地契及传统习惯∥j．山随田走，本县山林面积的

百分之七十五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计约四百一十余万亩。同

时，寺庙所据山林，少则数十亩，多则上万亩，总面积约二十

余万亩。木材采伐政政无计划。私人视用户需求，年采伐约二百

万株左右。如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年)全县地产木材二百八

十六万二千株。其中松树一百五十万株，杨树七十万株。栎树

十万株，椿树五万株，桐树一万二千株，本县地产木材，主要为

自产自用，仅松树有少量外销。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林业纳入了国民

经济计划。一九五。年，建国营谢家泰林场。一九五五年县政府

设林业科，次年区建立林业站，林业自成系统。一九玉六年至一

九五八年相继建立国营七尖峰，大洪山林场。一九五六年农业合
作化后，集体林场蓬勃发展，一九八一年全县有集体林场五百四

十六个。

一九五一年开始，政府实行“自采、自育、自造，自营”的

方针，根据本县资源组织造林，为了加强对造林工作的领导，一

九五六年后，县成立绿化领导机构。至一九七五年，全县累计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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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二百八十五万七千一百九十二亩，保存面积一百二十一万三千

六百七十亩，其中马尾松七十九万四千零三亩j杉树四万六千五

百四十一亩；栎树六百八十五亩；柏树七百六十六亩I华山松一

千九百六十一亩，蠲计二十一亩；薪炭林二十七万八千一百五十

四亩I经济秫八万一千八百零一亩，全县造林保存面积人平一亩

以上。在人工造林中，马尾松约占襄阳地区松树的一半。一九八

二年本县林业用地筒轵蛊雷九午二万六千九百六十一亩，占全县
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二。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四百三十二

万零一百九十八亩，‘苦林业用地百分之七十三j灌木林四十一万

八千九百六十五亩，占林业用地百分之七点零八J疏林二十万零

二刊＼．百二十九亩，占林业用地百分之三点四；未成林幼林二十
万零二千七十七亩，占林业用地的百分之一点七；苗圃三千五百

六十兰亩≯占秫业帮地酋分之零煮零六々宜秫地八十六万九千三
百三十亩，占林业用地的百分之十四点七。覆盖率一九八O年为

百分之四十五，。荒山缩小到约百万亩，然仍是全省荒山面积在百

万亩以上的十个县之一。

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本县木材由商入经营，年

调入杉木五千立方米左右，地产约二百八十万株。建国后，政府

对木材商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改为公私合营。一九五二年，

政府设木材采购站，木材由国家统一经营，实行“订约”收购。

一九五五年，木材采购站改为木材公司，⋯次年，木材实行派购。

一九八。年始，实行统购统销，增设林产品经销公司。。木、竹、

柴、炭及木静成品、半成品，曲林业部门统一经营。三十年来，

随县共生产商品木材七十方四千六百九十四立方米，其中上交三
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七立方米，余为地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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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机‘ 构
。 林 业 局．。j一～_oj蒋戆稿搿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县林业科由县建设科分出建立，设科长
一人，主管林业日常工作。本县始有专门贯彻林业方针，政策0
法令的行政机构。

历代封建统治者。不重视经挤，’．林韭熏产凳骛门机构。鄂省
的建设行政，清末属劝业道管理，其下设劝业所。国民政府定都

南京后-，县始蓖避琵厨，。馈掌管土地、’森林、水利、交通工程等
事宜。一九三O年，省厅分省境为七个林区。每区设农林指导员

一人。随县属第三林区。原拟每区设一林区监督署，因经济限

制，仅于各区内暂施林场一所，代行一切职务，第三林区造林

场，设在襄阳隆中。一九三七年，随县县政府建设局改称建设

科，委任科长一人，科员若干。

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以管理农亚．琳
业，水利，交通、邮屯、工程建设、银行等。有科长一人，科员

三人。后交通，邮电，工程建设，银行|陆续分j出，独立建立机

构。。九蓝五年六月，碘山县藏锖；。洪l_lI县建设科与随县建设科

合并。十一月，建设科分为农业水产局和林业科。林盘科定编七

人。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县木材公司与林业科合弗≯建立林业局，

设局长一人，付局长二人。林业局职责为。贯彻林业方针、政

策、法令；拟定林业规章制度；编制生产计戈q，“审核经费I选用

人员；指导所辖单位的工作；处理林业工作有关问题等，是年七

月，局内设行政股、会统股、生产股、基建股、造林殷，各股设

股长一人。全局干部职工计十八人。一九六六年“四清”运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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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后，局内工作由“四清"工作组接替。后文化大革命，机构瘫

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林业局革命领导叠组成立，设组长一

人，付组长一人，成员三名。一九七。年四月，农业、林业合

并，称农林局l。设局长一人，付局长二人，，一九七二年五月，农

林分设，建立林业特产局。同年十二月，林业特产局又分设，建

立林业局，有局长一人，付局长二人。一九七四年设林业管理检

查站，配站长玎次移管理公社检查站的日常工作。—-九七九年局
内设办公室，营林股，森工股、计财股。次年增设森林保护股。．

一九八一年，增设林场股。计有局长一人，付局长五人l办公室
主任一人，各股股长共六人，人事干部一人，办事员二十七人，

：事务长一人，炊事员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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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林业系统历任负责人-二览表

1955．10．16

1955．12．1

1956
，

～

1958．7．2

1958．10．1

1959．5．9

1959．7．10

1960．9．19

1960．11．3

1962．8．6

1965．5．15

1967．12

1970．4．22

黄佑之

谢道炳

谢道炳，罗诗扬，李
于安、侯文付

谢道炳

罗诗扬

彭华卿
～

。’孥

罗诗扬

胡国霖

揭天祖

王大兴

胡国霖

李明甫

黄永礼

程厚清

程厚清

王大兴

王大兴

刘新汉

随县建设科科长

洪啦县建设科科长
；． i7

4。

随县建没科付科长

随县建设科科长 一

随县棘业辩祥长

随县林业科付科长

随县林业局局长

林业局付支部书记

林业局付局长

林业局党支部书记

林业局付局长

林业局付局长

林业局付局长

林业局党支部书记

林业局局长

林业局局长

随县林业局革命小组组长

随县农林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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