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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种囝的观赏

竹之二

景色秀丽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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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余山国家
森林公园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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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目

宝贝

长兴保护

区扬子鳄

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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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详今明古、

求实存真的精神，记述湖州市林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采用首立“概述”、“大事记”，主设篇日，尾缀附录的体

例·全志共设10编、30章、80节，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三、记述上限以资料而定，下限至1990年，为了记述完整，

有些史实延伸至成稿前。

四、采用公元纪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历史纪年
夹注公元纪年。

五、数据来自市统计部门和市林业局年报。



序

《湖州市林业志》历经四年时间的编纂工作，终于问世。这

是湖州有史以来林业战线上第一部林业专志，值得庆贺。

‘湖州是吴越古邑，东南望郡，历史上就十分重视植树造林

和林业生产。这部林业志较系统地、真实地反映了湖州市林业

生产的变革、发展和现状，特别是解放后林业生产的发展及其

今天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

林业志熔可读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于一炉，堪称湖州林业

的‘‘百科全书一。它的出版，于存史之外，更有借鉴、建设和发展

林业生产之利，开展林业科学研究和国内外林业交流之益。它

将给我们许多教育和启迪，既服务于当代，又流传于后世。

湖州市林业的特点是竹林资源丰富，占整个有林地面积的

一半以上，总蓄积量占全省32．4％；单位立竹量是全省平均的

两倍还多。修志人员紧紧抓住发展山区经济，充分发挥竹子资

源这个优势，立纲设日，不仅把湖州市林业这个特点反映出来，

又将各县不同的林业特点充分显示出来，如安吉是以毛竹及其

加工产品为龙头，以县为单位，安吉的毛竹产量居全国第一位；

长兴是以银杏、板栗、青梅为主要特点，素称“三宝”，尤其是银

杏产量在全省当推首位；德清早园笋畅销苏、锡、沪、杭；市区的

熟山笋早就名闻遐迩。 ．

《湖州市林业志》真实地记载了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晚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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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湖州栽培和利用毛竹的悠久史实，系统地描写了湖州绚丽

的山山水水和人文景观，像安吉龙王山自然保护区、天荒坪蓄

能电站、全国有名的竹种园；长兴的扬子鳄保护区；德清的莫干

山；市区的梁希森林公园，南浔的小莲庄等等绝好的风景名胜

或旅游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湖州市林业生产的发

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林产品的深度加工还相当薄弱，森

林旅游业尚处于襁褓之中．

值此《湖州市林业志》问世之际，希望有志于发展湖州林业

经济的海内外有识之士，能够与我们一起，加快林业建设步伐，

为振兴湖州的林业共创大业，把社会主义的湖州建设得更加美

好。

湖州市林业局局长吴明明

199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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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

湖州市位于浙江省北部，介于东经119。147"-'120。297；北纬

30。227～31。117之间。北滨太湖，与江苏省苏州、无锡市隔湖相

望；南临杭州市；东连嘉兴市；西北与安徽省宣城市相邻。东西

长126公里，南北宽90公里。土地总面积5819．56平方公里

(872．93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7％。据1989年森林资

源复查，全市林业用地面积403．64万亩，占土地总面积

46．42％，内有林地309．57万亩，森林覆盖率38．1％。有林地

中：．竹林135．38万亩占43．73％；用材林93．46万亩，占

30．19％；经济林54．26万亩占17．53％；薪炭林24．27万亩，占

7．84％；特用林1．4万亩，占0．4％；防护林0．96万亩，占

0．31％。辖市区和德清、长兴、安吉三县。1990年总人口245．28

万人。

(二)

湖州市处于杭嘉湖平原与浙西北低山丘陵区的交接地带。

东部为平原，西部和西南部为丘陵、山地。天日山脉由安吉西南

入境，向东北延伸，止于太湖之滨。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最高山

峰龙王山海拔1587．4米，东部平原拔1．6～3．1米。山地、丘



遗址中，已发现境内先民生产和使用过的竹片、竹筏及篓、篮、

谷箩、刀筇、簸箕等编织竹器。《尚书·禹贡》上记载太湖之滨有

竹林分布。唐代大诗人自居易写过《食笋诗．》，盛赞湖州竹笋。宋

嘉泰《吴兴志》上记载竹笋达15种之多，并称：。本郡竹类亦可

谓多也”。明、清时期，安吉县梅溪，武康县武康、筏头，长兴县煤

山、和平，吴兴县埭溪等地已形成竹材集散市场。笋山也有较大

发展。清同治《湖州府志》称：“郡南如道场、金盖、妙嘉诸山⋯⋯

皆开熟出笋，名日‘熟山笋’。删城西栖贤岭十四五里之间专种

f|



湖州市林业志

毛竹笋，甚佳，有重十五斤者。”德清、武康的早(园)竹笋，在唐

天授年I"1已远近闻名。同时，林果也有较大发展，据明成化《湖

州府志》统计：枣总计407．6万株，柿总计543．6万株。板栗在

明代列为贡品，安吉栗贡每年达100余石。

清末以后，战乱频繁，林业遭受严重破坏。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长期侵占湖州，安吉、长兴、孝丰、武康等地常受日军占领

或骚扰，日军在清乡扫荡中到处焚山毁林，竹木销售渠道中断，

山区人民生活贫困。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全市人民经过四十余年连续造林、育林，取得显著成绩。

1949"-'1990年，全市累计造林230万亩(次)，植树2．2亿株，封

山育林1817万亩(次)，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和竹木蓄积量，发挥

了林业生产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但是林业生产上也不是．二

帆风顺的，有过多次起伏。四十余年的实践反复证明：林业生产

的兴衰同是否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建国初期，嘉兴专员公署和各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普遍

护山、护林，重点造林、育林”，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制止毁林现

象。土地改革以后，贯彻“谁造谁有”的造林政策；合作化中贯彻

“自愿互利、等价交换”以及山林入社付给报酬等一系列政策，

推动林业生产恢复和发展。1958年人民公社初期，严重违背党

的政策，侵犯山林所有权，平调林业经济收入，引发较长期的、

普遍性的乱砍滥伐，使林业生产遭受重大挫折，林业资源锐减。

1961年在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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