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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涿鹿县志的组成部分，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地方专业志。它

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涿鹿县林业建设的历史和发展变化过程，为今后林业建设

提供历史借鉴和依据，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

二、本志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无文字记载的以文物考古、口碑、调查采

访为依据；有文字记载的以正史、旧志、档案资料和有关专著及各部门提供的

资料为主。编纂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广征细考，精心编纂，突出地方性、专业性，

从本质上反映历史的真实。 。

三、本志纵贯古今，略古详今，上限尽可能追述到有史可查年代I下限一

般止于2003年，个别处止于搁笔时。

四、本志设概述和森林资源、造林绿化、森林保护、森林经营利用、行政

管理、附录等凡8篇。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及照片。除概述略加论述外，其余均为记

叙文体，‘述而不论。为使本志内容详备完善，分篇叙事中，保留一些互见的事

实和数据，但记述的详略和侧重各不相同。

六、为便于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简称。新中国"。

七、志中的林业用语，使用林业部门统一的规范标准。

八、朝代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涉及地名的，一般使用当时名，历史地

名加注今名。

九、志书中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用当时单位，同时按现行公制进行换

算．

十、本志所用资料均经严格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序 言

涿鹿县林业局局长 吴玉根

三十多万字的《涿鹿县林业志》经过六易其稿，终于刊印同世了，这是全

县林业系统一件大喜事，我在此表示祝贺!

千古文明开涿鹿，涿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据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五

帝时期，涿鹿矾山、保岱一带，森林茂密，气候温和，适宜黄帝部落定居、发

展壮大，从而统一华夏民族。记载一部上下五千年的《涿鹿县林业志》正是从

炎帝、黄帝、蚩尤三祖文化合符涿鹿之时写起，到2004年落笔。略古详今，横

排竖写，简繁统筹，图文并茂，分门别类；她全面地、系统地记录了本县林业

发展全过程。

《涿鹿县林业志》于2003年夏，组织编写班子，聘请编写人才，通过调查

研究、座谈笔录、广征博采、内业整理、删增兼备、辑印成书。冀希此书能够

充分发挥。资政、存史、教化刀作用。我们认为也是一部具有时代特色、地方

特色的专业志书。

对于她的问世表示祝贺之际，同时也向为编纂此书不辞辛苦、奔波劳累的

编辑人员和支持此项工作的领导和同志表示感谢!

二OO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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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五帝时期

t据《河北省林业志》记载：8000年至5000年前的全新世，涿鹿县森林茂盛，

遍布原始森林，森林复盖率68％以上，《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邑于涿鹿

之阿，。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遂擒杀蚩尤一在涿鹿县矾山有黄帝城遗址。
’

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落融汇涿鹿之后，合符涿鹿釜山(今保岱黑茶

山)。使仓颉为。史官一造文字，大挠作干支，有了最初的天文和历法。黄帝的

元妃(正妻)嫘祖养蚕缫丝、织帛、染制五色衣裳，使我们的祖先脱掉了树叶

兽皮⋯⋯

商周和战国时期

古代先民为了生存，曾不断用火焚林驱畎猎兽，涿鹿地带也焚毁了不少原

始森林，到战国期未，涿鹿的原始森林明显减少。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征数十万人修筑长城，涿鹿地处燕长城，因此森林遭

受大量破坏，曹操率兵北伐乌桓，途径涿鹿森林大量减少，杜洛周在燕州(治

今涿鹿)策动本州军民起事反对魏国皇室，三年战争，致使大量森林被消耗。

·．
隋唐时期

厂
．●

同光二年(924年)，卢文进率10万契丹军进攻燕州(涿鹿)，烧毁森林，堆

筑土山攻击燕州军民，毁掉了大量林木。
‘

宋辽金时期

宋雍熙三年(986年)，杨业率领。杨家将"北征，

．宫

四

塑卜

环、

应．
、云拔连



州，师次桑干河一，战争中，_伐木击鼓之声四野可闻一．本县森林又被大规模破

坏。

元明时期

元朝共统治98年，经11个皇帝，曾18次下令。弛山禁一砍伐森林。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因战争破坏，城池破旧，官府派指挥王礼负责补

筑消耗了本县大量林木。同年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户于保安

州"并拨给州民保安卫零星散地，每户授田五十亩，还规定。有余力者可自行

开垦"，对开垦土地承认。即为已业一。因此，本县出现了大面积林垦。延烧一

望如扫一的情况。

清 代

清朝立国后，以安置。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一为理由，颁布圈地令，本

县桑干河北几万亩良田被王公贵族占有．迫使农民外出毁林开荒，到清未，涿

鹿县大部森林被砍光，童山秃岭一望无际。

民国期间
，

二十八年(1939年)，在抗日战争中，小五台山的森林．被烧毁数千公顷。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8月29日，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进犯矾山、太平堡一带后，当日又向孔涧

进击，纵火烧毁杨家坪。神慰院一天主教堂和部分林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4月8日，中共涿鹿县委作出《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指出：(一)再收复

区的土地，经过“五四一土改，部分村经过复查后，地主又反攻，地权的归属

不落实，农民生产不安心，出外逃生土地荒芜．因此，县委指出。复田一问题．

及早春耕，防止春荒，(二)大力抓好春耕生产，争取按时播种，保证特种作物

增产，如白麻、小麦、葡萄等。村设战备生产委员会，组织互助换工组，勤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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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保证参战民兵，(三)决定：县实业科和十三区合办，成立杨家坪林场，

以解决杨家坪神慰院土地无人经营管理。

10月，由王德、张中爵二同志在杨家坪筹备建场事项，第二年-_yj批准，定

名杨家坪农林推广场，1950年改为林场。

． 1949年

12月26日，县政府发出《民主建政的指示》要求今冬重点解决村政权建设

，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政权干部。村政府组织，设村长、村副、民、财、教、

实、林、公安、优抚等委员．使本县村级政权组织进一步健全，体现了人民当

家作主的政权性质，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

12月，建立农林科，专职于部1名。

是年，全县总耕地802181亩，粮播面积737186亩，粮食总产7830万斤，

油料总产46万斤．工农业总产值95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89．4万元，农业

总产值816万元。大牲畜存栏14130头，鲜果总产272万斤。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791万元。

●

1 950年

9月18日，县委召开市场调查会议，调查结果表明：全县每日上市粮食达

700石以上t水果进店成交量日达三万斤左右，店外成交的有五万斤左右。水果

主要销售于察北、塘沽、上海。本年生产核桃仁十万斤，杏仁八万斤，销住天

津。一月内全县共销售土布五千匹(包括私商)。九月份每日市场人民币流通量

达一亿六千万元(旧币)。农民采集的药材，数量很大，但销路不广。

12月31日，全县工农业产值1119．Z万元，粮食总产9129万斤。大牲畜

存栏15090头，鲜果总产290．3万斤，干果总产32万斤，工业总产值115．2

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37万元。

1951年

8月22日至24日，召开了涿鹿县第六次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到会代表132

人，列席546人。会上，县长杨普泽作了《关于生产计划的报告》，并对发展水

利，抓好秋季造林和三秋工作，推广冬小麦种植以及开展工副业生产等项工作

作出决议．是年，全县植树25200株。粮食总产10237万斤，比1949年增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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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月，由张速等在西二堡乡杨家池建起涿鹿县苗圃。

1952年

3月14日至15日，本县召开老根据地生产建设代表会议。到会代表127

人。会上，传达了省代表会议精神，指出老根据地要树立靠山吃山，靠山养山

的思想，贯彻因地制宜，长期建设，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的方针，抓住农林、

畜牧业、手工业生产、修复交通、发展合作社、活跃山区金融。加强文化教育

和搞好卫生工作。

4月，县成立林区管理委员会，王德任秘书。

1 953年

5月，县成立科局级的造林站和森林抚育保护站，秋季改为林业工作站。站

长张跃仁、副站长蒋成勋、管理全县林业事宜，第二年6月并入农林局。

1 954年

3月，第一次开始营造国营人工林。先后在黄羊山、二郎山、五堡山、香罗

山、马架山、山涧口直播了油松，1955年在虎盆山直播了落叶松。随之在石堡

滩、长町、张家河，上虎盆等地区开展群众油松造林。

7月，撤销林业工作站，建立农林局。

1 95 6年

秋季，县成立林业科，科长张跃仁，副科长蒋成勋，下设五个林业工作站，

1958年1月并入农林局。

1 958年

春季造林誓师大会在广场召开，近二万人参加，王纯县长作结论报告，散

会时，旗帆招展，锣鼓喧天，游行四关。 ．．

同年6月间，团中央授予涿鹿团县委为绿化先进单位。 ．



同年在杨家坪林场，建立第一所林业学校，招收初中以上80多名学生，学

期二年。

同年5月开始修筑唐音寺林区公路，由王福昌任总指挥，招收700多名工

人，从九针台起点，经过三年时间，车通董家站，只修了三十里，因划归特区

而停工。 ．

同年8月建唐音寺、五岔岭二林场，1961年底撤销。

同年10月并县。

‘8月24日至26日，县委召开了并乡并社工作会议，到会人员270人。会上

传达了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打的指示和地委并社工作会议精神和本县并

乡并社工作方案。会后各乡、社均召开了党团员会，全县于9月1日全部实现

了人民公社化。在原有22个乡、233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合并成6个“政社合

一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一的大型人民公社。即：桑洋公社、麦田

公社、果林公社、灵泉公社、幸福公社、飞跃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52123户。

原农业社的公有财产、社员自留地、房产地、牲畜、林木等统统归公社所有。公

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穷富村一律拉平，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在

麦田公社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圹的供给制试点，使。一平二调一的共产风，

不实事求是的浮夸风，瞎指挥风，不坚持说服教育的命令风，脱离群众的特殊

风越刮越大，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1 95 9年

6月，在怀来县借助于扩大集体经济，将木厂三百多亩国有林下放到保岱公

社，。五岔岭五千多亩国有林下放到大堡公社，1962年收回。

同年把天桥山一万亩天然国有林下放给赵家蓬公社，二个月被砍光。
』

‘

，

．’1 960年

1月10日至14日，怀来县委召开1959年度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

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300人。会议提出1960年本县农业生产总方

针是：以粮为钢，农牧并举，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总任务是：粮食达到3．6亿

斤，油料达到1080万斤，水果达到5000万斤，猪发展到60万头。会议还对实

施农业四化(水利化、机械化、电子化)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



一 1 961年

5月，恢复涿鹿县治和所属机关。

1 962年

1月建立桑洋林场，1973年迁居岔道，1982年改名。岔道林场一。 。

同年县委规划全县四条林带：西窑沟至黄土港为大枣林带I桑干河两岸为

防护林带；黄土坡至杏园为水果林带，口前至六堡为干鲜果林带。

1 963年

秋天，第一次颁发林木所有证，1964年中断。

1965年

12月19日，石门公社尖山梁林区发生山火，历时11个小时，受灾面积400

多亩，肇事者为牌楼沟一名社员吸烟引起的。

1 966年

3月26日至28日，召开全县林业工作会议，到会414人。会上，传达贯彻

了中央、省、地林业工作会议精神；布置了本县1966年的林业工作。部分林业

先进单位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在大会上传授了抗旱

造林和育苗技术。会上还安排了1966年造林，育苗任务和措施。

1968年

10月11日，县革委根据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写的一封信，称

。五·七指示一。决定在西头堡举办。五·七林场。把县直机关精减下来的64名

干部，下放到。五·七林场’’劳动。到年底，。五·七林场一迁址到五堡公社三

堡村。改称为。五七干校一。县革委把精减下来的干部和带有。政治历史问题打

待处理的200多人，集中到。五七干校一劳动。县革委从南二堡、羊圈、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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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村无偿调拔土地二千余亩，由于校耕种。。学员一白天劳动，晚上开展。革命

大批判"接受再教育。当时的。五七干校’’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本年．张家口地区副专员韩直飞亲临本县马架山视察林区情况。

1969年

4月，第一次建立绿化民兵营300人，孔树祥任指导员，后由刘福宗继任，

1991年止。

夏季，惠民北渠北十万亩园田建设，按规划设计开工，到1979年全部建成。

该工程经过综合治理，基本达到稳产、高产的目的。到1983年该灌渠粮食总产

由原来的7000万斤提高到1亿斤以上。

是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18753．5万斤，比上年增长22．4％，工业总产

值681万元。猪发展3．2万口，羊发展10万只，全县兴建水利工程284处，扩

大水浇地面积2．1万亩，解决16个村3910口人的饮水问题，造林10万亩，副

业收入415万元。

4月5日至15日，本县集中58500名劳动力(占全县总劳动力的66％)搞

突击造林，分别在辉耀、矾山、红卫桥三个公社和国营林场播种万亩油松；在

武家沟、小矾山、五堡三个公社播种千亩以上杏扁林，并绿化了八条公路，总

长达263公里，在八条大型渠道上植树181500株，由于重造轻管，成活率很低，

特别是杏扁、油松收效甚微。

1 970年

4月5日至15日，全县组织58500人的春季植树造林大军(占总劳力的

65％)播种万亩杏扁的公社3个(辉耀、矾山、红卫桥)}万亩油松的2个(孙

家沟公社、国营林场)；5千亩杏扁的公社2个(黑山寺、倒拉嘴)；千亩以上杏

扁的公社3个(武家沟、五堡、小矾山)，并且着重绿化了8条公路(全长263

公里)，栽树65000棵，8条大型渠道(全长514000米)，栽树18150棵。

1970年夏，由吴景珍和高有林陪同韩直飞到唐音场区和杨家坪林场视察林

业情况。

1 971年

11月1日，原石门公社姚家沟、杨木林大队的_五岔岭履林区火灾，毁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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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草坡1400亩，桦木林100亩，莜麦120亩。

秋季地区农林组负责人王纯陪同韩直飞带领全地区各县林业干部60多人

到犁杖沟林区爬岭到兑臼沟考察松林，连续几天，并到二郎山等林区现场考察。

1 972年

5月地区林业局副局长穆林森带领坝下九县一市林业干部和重点大队50

多人，在我县召开酸枣接大枣会议，并到郝家坡：谭庄、长町考察。

同年倒拉嘴公社设计防护林带，第二年开始营造；桑北10万亩大农田林网

开始载植，1974年完成。

同年夏季，地区韩直飞到红卫桥公社林场视察。

1 973年

8月13日，本县大河南公社台峪村突降暴雨，山洪暴发，有六户人家被冲

走，死18人，伤5人，冲走、死三头牛、十口猪、冲毁耕地341亩，用材林5600

多棵，核桃、杏等经济林39400株，树苗17亩，全部经济林损失达8万多元。

灾后，大河南公社党委、赵家蓬区委、县委、地委和当地驻军领导，先后对受

灾的村民进行了慰问，安排了受灾群众的生活。地区行署拔给救济款6万元，粮

食2万斤。

1 974

是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021万元，比1973年增长了18．4％，粮食总产

达2．5亿斤，比1973年增长了8．3％超过历史最好的水平，平均亩产410斤，

实现了亩产超。纲要’’。全县新造林195．5万亩，育苗1503亩，果品总产达2911

页斤。

1 975年‘

是年，由于旱情严重，全县粮食总产20359万斤，比上年减产。新造林1920

亩，育苗1568亩，四旁植树72．9万株。

4月5日，县绿化民兵营成立，由112人组成，营部设在岔道村。

8月17日，中央新闻制片厂到辉耀公社拍摄关于木瓜科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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