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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价格“次，。外销价格25次．40年来，累计完成木材经营1 83万立方

米，除1973年亏损19．74万元外，其余年年盈利，1958年至199l的34

年间盈利2242．9 1万元，l 96 1年至1 991年累计上交各种税费4843．63万

元。

1952年在马江建成一个2460平方米的贮木场后，1972年筹建了玉

河贮木场，1973年、1974年两年期间又建成了富罗、昭平、走马贮木场，

1987年后再增建了木格、庇江，六洞贮木场。经过不断新建扩建，到1991

年，建成贮木场8个，面积24736平方米，面积为建站初期的、主。倍·

随着贮木场的增多，：林农从五十年代仅向马江贮木场交材。至七十年

代分剐向马江、，玉河÷昭平、走马4个贮木场交材，八十年代扩大到

向分散在县内的8个贮木场交材。贮材容量的扩大适应了木材产量增

加的需要。贮木场建设的合理布局：，既与林区开发相适应i“，方便林

农，又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相适应，利于产品销售。
l 964年8月，第一条由森工部门投资，贯穿于樟木、．富罗、马江

的54公里长的林区公路一一樟马公路破土动工。从此，拉开了开发林

区的新序幕，、此后，在交通、扶贫等部门的大力资助下以及全县人民踊
跃投工投劳，又陆续修建了裕黄、文竹、车富、富鹿、北马等公路。累计

投资2463万元。其中，森工投资l 705．7万元，建、成公路晕2条，共96l

公里。随着林区公路的不断延伸，森林资源的开发不断推向边远淋廷f
木材收购检验随之从木场分散到林区公路边进行，·、县内集材也从19Ij8

年以前肩扛赶羊流送逐步发展到用人力胶轮车、手扶拖拉机、汽车。

为了发展森工后劲，实现林业生产良性循环，从1964年起计提育

林基金，累计提了1382．63万元。这些钱用于扶持林农，乡村集体造
林，护林，扩大再生产。正是有了投入，本县的林业发展才呈向前态

势，有林面积从解放初i期的约70万亩，增长为1 960年的1 35．1万

亩，l 972年的l 77．6万亩，l986年的235．4万亩和1991年的3l 5．74万

亩，l、9勺【1年与解放初期相比增长了4．5倍；用材林蓄积从1956笔112 j 9

万立方米增长为1960年的449．8万立方米，1 972年的307．，2万立方米，

1986年的l 064万立方米，1991年的1 099万立方米，1 991年与1956年相比
增长了6．3倍；森林覆盖率从l960年眦8．5％上升到1 972年的36．9叻，
l 986年的48．3％，l 99 1年的66．9％，1991年比l 960年上升了38．4弦。

森林面积的迅速扩大和活立木蓄积的长足增长为森工生产打下了良好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贮木场，带来了这些乡镇林农的交材不便。此外，1985年后，更改金

额上交林业主管部门，森工企业缺了此项资金进行森工基本建设。职

工素质与现代化管理的要求有一定距离，由此造成未能及时引进先进

。的微机信息管理系统，代替繁琐的手工劳动。凡此种种，影响了森工

事业的发展进程· ，。

：历届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不懈努力，于1．991年实现了消灭

荒山。·这就为今后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40年

的不断探索，干部群众积累了丰富的开发森林资源的经验，随着我国

的进一步开放，将为本县森工建设发展铺平前进的道路，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进步，一本县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前程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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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年平均径流量31．28亿立方米，河网密度o．34公里／平方公

里。本县众多河流为山区集材和木材输出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条件．

昭平河流总属西江水系，在县内分属桂江水系和蒙江水系，桂

江水系除思勤江、富群江和桂花河三大支流外，流域面积在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还有临江、马圣冲、富裕冲、西南冲、礼仪

冲、古袍冲、’木格冲和穴冲河，较小的有大广冲、蓬冲等27条。蒙江

水系有五将乡仁德村的龙强冲和木格乡大洞村的大洞冲，在县境集雨

面积约16平方公里，仅占全县总面积的O．49叻。

桂江古称漓水，秦名桂江，是西江一级支流，发源于桂北越城

岭主峰猫儿山，南流至梧州市汇入西江，全长420公里，流域面积

19288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速30立方米／秒。明代先后改称府江和抚

河，解放后复称桂江，在县内流程loo公里，流域面积3215平方公

里，为梧桂通航主道，昔有“广右咽喉”之称，可容50吨船行驶，本

县木材从水路出口均凭桂江航运．桂江两岸植被茂盛，河水清澈，含

沙量少，汛期4月至l o月，全程有360滩，且多险恶，诗云： “府江天

下险”、 “危滩倒海来”。航船多被触礁而毁。明万历十六年，士巡

检黄仲拙率兵整修府江险滩，改善航道。解放后，经过历次疏修，并设

若干航标，使桂江一年四季得以安全通航。

思勤江 发源于钟山县沙坪与恭城县兰江交界山地，自西坪入境

向西南至江口村汇入桂江，境内全长46．57公里，流域面积1778平方

公里，年平均径流量l 702亿立方米一旧时，木船可达钟山县清塘乡，

更是沿江各乡村木材出口主道。解放后，因修建了公路，而且河道又
筑堤建电站，航运渐废，，至八十年代，木材也很少从水路放排运出。

富群江 主流发源于贺县公会北的大冲山，流入本县营盘村，经

凤凰、樟木林、富罗至马江镇，县内全长90公里，流域面积116712平

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9．9 l亿立方米，昔时是本县木材运输主道，七

十年代后，随着樟马公路的开通，木材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

桂花河 发源于仙回茅坪村二小亮脑，流经仙回、文竹两乡至桂

花村汇入桂江。流域41．25公里，流域面积246．06平方公里，年平均

径流量2．63亿立方米。昔时，仙回、文竹的竹木均从此江运出。随着

公路的发展竹木多由汽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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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气 候

昭平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一般特征，

即夏长冬短，水热同期，四季分明，冬干春湿，夏涝秋旱，冬季可见

霜雪．

。本县地处低纬度，．太阳入射角高，地面接受太阳辐射能值较大，

年太阳辐射总热量为97．7千卡／平方厘米，年日照1 51 8．9小时，年平

均气温l 9．8。C，月平均气温9．9。C，7月平均气温27．9。C，极端低温一

2．6。C，极端高温39．4。C，年卢1 o。C的活动积温7250．4。C，年平均相

对湿度8l％；年平均降雨量2032．6毫米，但降雨时间分布不够均匀，

汛期的5月侔雨多达381．6毫米，易成洪涝，秋冬季降雨则偏少，．易

成秋旱。无霜期长，．平均霜期48天左右，最短仅4天。 ．，

县境地处桂东山区，还具有山区气候特点：雨水多，是广西多雨暴

雨中心，温度大，冬暖夏凉，日照偏少。年降雨天数达185．5天，最多

年降雨量达2923．3毫米，一日最大降雨量达245．7毫米}全县地形复

杂，山区气候类型多而且明显，纬度偏南，地势略低的木格、马江、五

将一带，温度较高，年平均气温20．3。C；文竹、昭平镇、庇江、走马

一带雨量最多；黄姚、巩桥、樟木林、凤凰等乡镇大部分地区为岩溶

洼地，渗流大，地表易干旱，年平均湿度较低。由于接近桂东北的南

岭风口，冬季北风大，是全县冷区．高寒山区与平坦洼地温差达l，．5。C

一2 9C，走马的东潭岭平均温度只有18．3。C，是全县低温中心，每当

寒季到来．平地见霜雪，而高山却白雪皑皑。此时，就有林木被积雪

压断。
‘

县内天气时有变化，主要春有“倒春寒”，秋有“寒露风”，夏

易涝秋易旱，对农业生产不利。

第四节 土 壤

据l 983年第二次土壤普查，全县共有土壤面积451 9758．7亩，分7

个土类，l 5个面类，43个土属，107个土种。

水稻土 分1个土类，5个亚类，1 8个土属，64个土种，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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