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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盛修史，场兴修志。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以志为鉴，可知得失。

编篡出版《桂花林场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是桂花林场管理局

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鄂南乃至全省林业系统的一件盛事、幸事，我乐

意为这本书写几句话，表达祝贺、敬意和期望。

回眸历史画卷，倍感岁月睁睐。 40 多年的风雨兼程， 40 多年的沧桑巨

变，桂花林场依林而生，因林而兴，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型林场发展为"全国示范林场"成为人工造林的杰出典范，像一颗璀

琛的绿色明珠，镶嵌在幕阜山北麓，熠熠生辉，令人瞩目 O

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史。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该场 1964一-2008

年的发展历程，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半个世纪以来，勤劳智慧的桂花林场人

在艰苦奋斗中拼搏，在艰难曲折中探索，在改革大潮中奋进，为绿化祖国、

绿化崇阳，披荆斩棘、柿风沐雨、忘我奋斗的风貌和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

财富。

这是一本星光闪耀的群英恙。 志书中记述了干部、职工的光辉业绩和

奋斗历程，回眸老一代拓荒者不畏艰难、拼搏创业、勤俭建场的足迹，喜

看新一代建设者薪火传承，光前裕后再创辉煌感受到林场历经磨难铸

成的团结拼搏、乐于奉献、求真务实、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崇敬之情油

然而生，给人以启迪和激励。

这是一首波澜壮阔的进行曲 O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

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该书不仅包含和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思路，也

客观真实反映了各个时期工作上的失误和教训，集历史性、科学性、时代

性、资料性于一体，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史料，承载历史，昭示未来，

燃烧激情，催人奋进。

哇!



直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编修《桂花林场志》功在当代，利及千秋，不

仅可以"存史、资治、教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和激励桂花林场的广大

干部职工，总结过去，提高认识，增长才干，鼓舞斗志，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是以为序O

纠￠活p
圭辰·夏

(王海涛同志系湖北省林业厅厅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唯物历史观，实事求是地记述桂花林

场管理局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起于建场时的 1964 年至 2008 年底，个别特殊事件适当

上溯或下延。 本着详今明昔、突出当代为原则，以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史事为重点。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依事分类采用章、节结构，共 23

章。 章节下层分别以序号一、(一)、 1 、①或黑体字、宋体字、正楷字标示。

四、本志有述、记、志、传等体裁，并辅以图表、照片等。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分采用记事本末体。 人物分别

以传略、录、表加以记述。 各种统计表附于各章节之中。 《附录》辑存重要

文件、文章、名录等。

六、本志资料采自本单位档案室、本县档案馆和有关其它文献及口碑

资料。

七、纪年概用公历纪年。

八、称谓均用原称、与正称相符。

九、计量单位依据国务院 1984 年 2 月 27 日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仅

面积中市亩予以保留延用O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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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述

湖北省桂花林场管理局位于崇阳县西北角，距崇阳县城 21 公里。 地处

崇赵公路两侧，局机关设桂花泉镇，崇(阳)赵(李桥)公路穿过林场。

局机关距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 106 国道、 107 国道及崇阳县城均为 20

公里左右。 林区内有自修公路 86.5 公里，社会公路 65 公里，简易公路可通

达各林队，交通较为便捷。

林场前身为桂花油茶场， 1964 年 8 月改建为国营桂花林场， 1970 年 7

月，国营双泉林场并入国营桂花林场。 1979 年 3 月 3 日，县革委会将县林

业局直管洪山林场划归桂花林场，组建"湖北省国营崇阳县桂花林场"下

辖南山分场、双泉分场、洪山分场、综合厂等。 1986 年 8 月，桂花林场由

副局级全民事业单位升格为正局级单位，内设机构，下属单位相应调整。

2003 年 8 月 31 日，威宁市政府将湖北省国有崇阳县桂花林场更名为湖北省

桂花林场管理局，下辖南山林场、百花林场、洪下林场、江泉林场，竹木

经销公司、绿化工程公司、旅游开发公司 。

林场位于东经 1130 44' ..-1140 10' 北纬 290 28' 日" -290 39' 

10" 地处幕阜山支脉大药姑山余脉，是低山丘陵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

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 山脉呈西南一东北走向 溪沟河流由西北流

向东南。 地貌分为中山、低丘岗地两种类型，境内最高点在江泉林场东泉

岭主峰，海拔 750 米，最低点在洪下林场陆水水库，海拔 50 米。 土壤分为

黄红壤、棕红壤，红壤性土，棕色石灰土，黑色石灰土，其中黄红壤面积

最大。

林管局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温和多雨，无霜期长，四季分

明，冬多北风，夏多南风，伏旱少，秋旱多0 年平均气温 16.7OC ， 1 月为最

冷月，极端最低温度-6.8OC ， 7 月为最热月，极端最高温度 37.1OC ，无霜期

254 天，年平均降水量 146守-1570mm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桂花林场志

林场总面积 15 万亩，其中国有面积 114676 亩，联营面积 35324 亩，

涉及石城、桂花、天城、白霓 4个镇，森林覆盖率 93% ，总人口 1104 人，

其中正式职工 591 人，离退休职工 136 人。 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成为鄂

南一颗璀珠的明珠和生态旅游胜地。 在造林绿化，护林防火，生态建设，

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林产工业林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绩。 林场先后被评为"全国国营林场先进单位"、"全国国有林场 100

佳单位"、"全国国有林场十大标兵单位"多次被评为省、市、县先进单位。

1965 年 7 月，省林业厅从太子山林管局调出首批林业技术工人到崇阳

县参加桂花林场建设。 同年 省林业厅林业勘测设计大队为桂花林场进行

总体规划设计，提出"以用材林为主，以杉术为主，以造林为主，造抚并

举，并结合林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为严格执行总体规划设计，

林场制订造林技术措施签订造林责任合同将年度造林任务分配到林队，

实行定额管理。 1966-1970 年累计营造杉木林 32789 亩，马尾松林 8185 亩，

柏木林 409 亩，阔叶林和混交林 4136 亩，楠竹林 1952 亩，主要荒山在这

个时期得到绿化。 林场用材林基地建设任务主要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以杉

木、马尾松林为主的基地，是林场的主要森林资源。

‘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管理混乱，但生产仍在发展， 1966-1970 年，

平均每年造林 1 万余亩，提前三年完成原计划的造林任务。 1970 年以后以

管理为主，平均每年抚育 2-3 万亩次， 1975 年开始进行抚育间伐工作。

1978 年 6-7 月，县林业局和桂花林场组织专班对桂花林场的森林资源

进行调查，林场经营面积 6431.+ 亩，立木蓄积 180568 立方米，立竹 703563

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场坚持走"以林为主，以工养林，综合开发，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经营方针，推行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场办工业，把职工的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人尽其才，地尽其力，

物尽其用。 林业"造、改、管并举，以管为主"强化幼、中林管理，开展

抚育间伐，完善护林防火制度，成立专职防火队，灭火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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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经营面积，增加培育后备资源， 1984-1985 年，林场在周边乡

镇村组征山 2 万余亩，大力营造速生丰产林，为林场资源、建设奠定了基础。

1986 年，国家林业部确定桂花林场为全国示范林场。 同年，国家林业

部调查规划设计院为桂花林场编制 10 年( 1987-1996) ~ 经营方案》。

1987 年起，林场认真贯彻"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以短养

长"的方针。 根据《方案》要求，管理机构相应调整，经营实现三大转变，

即:由粗放经营变集约经营，由产品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由单一经营变为

多种经营。 实行了"三抓三调整"即抓林业，调整林种和树种结构;抓工

业，调整产业结构;抓人才，调整知识结构。 打破单一经营局面，大力发

展多种经营，以木材拼接加工厂为龙头，发展相关产业，兴办直属茶场、

食用菌厂、化工厂、餐馆、旅社、商店、水厂、猪厂、学校、医院、劳动

服务公司，走林工商一体化发展道路。

至 90 年代末，林场由于传统林业思维定势没有打破，内部改革滞后，

林业结构调整太慢，没有摆脱对木材的依赖，自营经济收入比重较低，国

有技资"断奶"木市场行情下跌，化工厂、木材拼接加工厂、直属茶场、

汽车队、劳动服务公司经营不善相继倒闭，林场步入内外交困，举步维艰

的境地。 1988 年林场经营总收入达 433 万元 1998 年林场经营总收入仅 430

万元， 2002 年林场经营总收入仅 420 万元。

2003 年 8 月，省林业局为桂花林场主持召开二次创业动员大会。 会上，

省林业局局长为大会作《振奋精神艰苦创业为建设文明富裕的桂花林场

而努力奋斗 》 的动员报告。 面对发展机遇，林管局适时进行改革，内强素

质，外树形象，围绕市场抓调整，立足资源搞开发，坚持"以林为主，合

理开发，综合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产业，推进"三大

转变"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为主转变，由以国有国营

为主向国有民营、民有民营为主转变 由收入靠国家靠林场为主向收入靠

个人靠自营为主转变;深化"三项调整"经营思路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林

种、树种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苗木花卉，速生丰产用材林，高效经济林，

林下种植和庭园经济，突出发展木材加工业、森林旅游业和绿色森林食品

产业，提高木材和林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2004 年全局干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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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进入县级养老统筹保险，实行医疗人身保险，对从事木材搬运工作的职

工实行人身意外综合保险，对女职工实行妇科重大疾病保险，为林管局的

发展奠定了稳定基础O

在新的历史时期，林管局党委提出"巩固二次创业成果"建设"生态

型、富裕型、文明型"和谐小康的战略构想，坚持"三个文明" 一起抓，

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效益的平衡发展。 实施科技推动，市场带动，

项目拉动，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扶持职工家庭产业;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发展竹木加工业，加强森林资源培育，培植林场发展后劲。 2008 年，林管

局经济总收入达到 3000 万元，人均月工资达到 930 元。

四十多年来，桂花林场发生巨大的变化，创造了显著的业绩。

森林资源稳步增长 1978 年，桂花林场经营面积 64314 亩，有林地面

积 54754 亩，活立木总蓄积 180568 立方米， 立竹 703563 支。 1986 年进行

系统第二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有林地面积 55260 亩 活立木蓄积 267502

立方米。 1993 年第三次清查，有林地面积 50992 亩，活立木蓄积 341345 立

方米。 1996 年第四次清查，有林地面积 65735 亩，活立木蓄积 387724 立方

米。 2004 年第五次清查，有林地面积 82925 亩，活立木蓄积 456704 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 93% ，幼、中、近熟、成熟林面积比例为 27.7% 、 47.5% 、 8.3

%、 16.4% ;蓄积比例为 14% 、 44.8% 、 11% 、 30% 0

工业企业从无到有 林场先后建立竹木加工厂、木材拼接加工厂、化

工厂、食用菌厂、砖瓦厂、造纸厂、直属茶场等多家企业，为局内职工提

供了就业岗位。 2003 年林管局进行了"二次创业"省林业局为桂花林场召

开二次创业动员大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聚精会神抓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思路正，人气旺，林场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各项工作取

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科教文化不断发展林场为充实技术力量，共接受大中专毕业生百余

人，广大职工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在职教育，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 期

间，因人事调动、退休等原因，到 2008 年，共有各类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68

人，其中副高职 2 人，中级职称 29 人，初级职称 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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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林场先后办起幼儿园、小学、初中，解决职工子女就学问题。 广

大教师刻苦自学，奋发进取。 1983 年后，专业技术人员刊发科技论文 20 余

篇。 "桂花林场经营方案编制技术的研究"， 1990 年 12 月获国家林业部科教

进步三等奖"杉木初级种子园营建技术的研究" .1990 年获省林业厅科技

成果二等奖"杉木中龄林抚育培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1988 年获咸宁地区

行政公署科技进步二等奖"杉木优良无性系选育及繁育技术的研究"， 1992

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濒危树种秃杉种质资源保存及利

用" 2004 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0 年，湖北省林业学校教学实验林场在桂花林场挂牌成立，到 2008

年，接待北京林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北生态工

程学院、咸宁地区林业学校的多批毕业生来场实习，进行教学和开展科研

活动，拓宽了桂花林管局与外界沟通的渠道。

项目建设成果斐然 营建初级杉木种子园 100 亩，纳入省级合建林术

良种基地，营建南方酸枣采种基地 500 亩，纳入国家级林木良种基地建设。

2000-2008 年累计完成世行(包括日元)贷款造林 10500 亩，抚育 45000 亩，

建设商品苗基地 300 亩，经济林基地 100 亩，荒山造林成效显著。 通过森

林分类区划界定，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森林的生态和社

会效益。

森林旅游迅速发展 坚特走旅游开发，促进商业、服务业、运输业等

相关产业发展的道路分步实施快速启动，滚动发展。 2005 年批准桂花

林场管理局建立"桂花省级森林公园"冯家岭山庄被批准为"三星级"涉

外旅游饭店，洪下竹海、桂花林海被打造成崇阳"新四景"之一。

家庭自营收入大幅提高 2003 年以来林管局鼓励职工大力发展家庭经

济，兴建经济林和绿化苗木基地，兴办家庭养殖场。 建立产前、产中、产

后服务体系，开展技术培训，形成公司加基地的产业链模式，职工家庭经

济成为搞活林场经济和增加职工收入的重要途径， 2008 年职工自营经济收

入达到 800 万元。

职工工资性收入明显增加 1964-1965 年人均月工资 24.05 元，

1966-1975 年人均月工资 28 - 31 元 1976-1982 年人均月工资 35 -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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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5 年人均月工资 56 - 60 元， 1986-1990 年人均月工资 100 - 120 元，

1991一 1993 年人均月工资 217 元， 1994-1995 年人均月工资 350元， 1996-1998

年人均月工资 381 元， 1999-2002 年人均月工资 350 元， 2003 年人均月工

资 381 元， 2005 年人均月工资 571 元， 2008 年人均月工资 930 元。

场容场貌不断改观林管局共投资 1000 多万元，用于生产、生活和基

础设施建设，对局机关驻地周边道路全部硬化、绿化、 美化。 新建办公楼 3

栋，极大地改善了局机关和二级单位的办公条件和卫生条件，局机关办公

楼成为桂花泉镇标志性建筑。

文体活动有声有色每年"五一"、"七一"、国庆、元旦等节日，林场

组织举办以独唱、合唱、舞蹈为主要形式的联谊活动。 2004 、 2005 年林场

参加省林业系统文艺汇演，自编自演的湖北大鼓《林场改革谱新篇》和合

唱节目《走进新时代~，分别获得二、 三等奖。咿"五一"、国庆期间，林场组

织干部职工举办球类、棋类竞赛活动。

四

优越的环境条件和四十多年的建设成就，为桂花林场管理局的未来奠

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为桂花林场管理局进一步

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林场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后备资源不足，结构调整步子

迈得不大，单一的经营方式仍占主导地位，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没有取

得突破性进展，土地效率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林产工业发展还未走出

低谷，森林旅游发展刚刚起步，职工自营经济发展步子迈得不大。

优势是发展的有利条件，不利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

桂花林场人的辉煌业绩已载入史册，历史的新篇章正待桂花林场人来继续

书写。 桂花林场人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 为建设生态、小康、和谐现代

林场而不懈努力，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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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8 年

1 月，桂花林场的前身桂花油茶场建立。 场部设在黄土境。 由前孝感专

署农林局副局长曹慎纲任场长，主营油茶基地建设及经营管理。

1960 年

本年，全省县、市油茶技术训练班在桂花油茶场开办。

1962 年

2 月 20 日，蒲听县山火延烧入境，烧毁国营桂花油茶场油茶林 3000 余

亩，成林油茶 48 万株。

1963 年

3 月 3 日，蒲听县观音口发生山火烧入崇阳桂花境内，将桂花油茶场

15000 亩油茶林化为灰烬。

1964 年

8 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桂花油茶场改建为崇阳县国营桂花林场，隶

属县林业局O

本年，桂花油茶场参加全国油茶科研协作会议。

1965 年

春，省林业厅委派省林业勘测大队分别对桂花、双泉、洪山林场进行

总体规划设计。

5 月，原省林业厅厅长杨致远、孝感地区林业局局长上官明贤从桂花黄

土捞一双港一泉湖，步行一星期之久，调查勘察确定杉木基地。

6 月 29 日，县林业局石城西庄苗圃并入桂花林场，为桂花林场苗圃队。

8 月，将桂花林场所属宜林地划出部分和属洪下楠竹场基地合并，分别

筹建国营双泉林场和洪山林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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