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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市长李贵基

洛阳市林业局的同志把《洛阳林业志》的书稿送给我，让我提点

意见并写个序，提意见还可i；t，写序却不是我的专长，也很少为书

作序。但看了书稿之后，感到文风朴实，资料翔实，图文并茂，虽

记史却无一般史书之枯燥，令人耳目一新，加上我对林业还有一点

偏爱，不由得来了几分兴致。

提到林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森林，人类的文明是从森林开始，

远古的人们靠森林里的果实充饥，靠木材取暖，以树叶遮羞。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用木材造船、做家具、造纸等，以木材

为主的森林资源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物质基础。近代以来，

战乱频繁，加上人们对林业地位和作用认识上的偏差，森林资源受

到极大破坏，洛阳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中心之一，受害更深，对森林资源的超负荷利用，·导致了生态环境

的恶化，山变秃了，天变灰了，水变浑了，农村变得更加贫困。新

中国成立后，洛阳林业也曾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进入九十年代

后期，林业被定位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洛阳林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我市也相继实现了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的目标，下一步还要创建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生态文明的小康社会。

沿着洛阳林业发展的脉络，一代又一代务林人，前仆后继，用

勤劳和智慧谱写了洛阳林业的绚丽篇章。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洛阳

林业建设者们以饱满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举建设洛

阳秀美山川的旗帜，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

建设等国家重点工程，广泛开展通道绿化、村庄绿化、城镇周边绿

化等，为洛阳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同过去相



比，洛阳的山变绿了，水变清了，城镇、村庄、道路、河流掩映在

绿色之中，花乌随处可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一直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今后还会更好，但建设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要靠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基于这一愿望，林业工作者们在创造物质文明

的同时，认真梳理洛阳林业发展的历史，把精心编纂的这本《洛阳

林业志》奉献给读者，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如果大家看了这本书，

能够对洛阳林业的历史有所了解，对洛阳的山山水水多一份关爱，

再进一步说能对洛阳林业建设有所作为，我想这就是本书出版的目

的所在。



序 二

王长芯

经过全体编志人员的辛勤努力，建国以来第一部《洛阳林业志》

付梓问世。这是洛阳林业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也是洛阳林业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森林是人类的摇篮，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息息相关。洛阳位于黄

河中游，是河洛文明的发祥地。古代伊、洛河流域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水草丰茂，森林密布，乌兽繁多。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历代王朝在此修宫建都，加之战争的破坏，使森林资源由平原川区

向山区、深山区退缩。至清朝末年，除偏远山区外，洛阳全境已无

天然林区，绝大部分演化成天然次生林和无林地。民国时期，战争

频仍，毁林开荒延及深山，林业建设和生态保护无从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洛

阳林业进入了全面建设的新时期。几十年间，国家投入大量人力、

财力进行群众性的造林绿化，相继开展了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平

原绿化、荒山绿化等活动，有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林木蓄积量

都呈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在“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由于

受极“左"思潮、“以粮为纲”错误思想的指导和片面追求经济利

益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毁林案件时有发生，洛阳林业在前进中曾出

现了一定的曲折。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党中央、国务院站在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把林业建设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

大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提出了实现山川秀美的宏伟目

标，并相继投入巨额资金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

全市上下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坚持用大工程带动林

业大发展的指导方针，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从平原到山区，从城



市到乡村，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造林绿化活动，无论是退耕还林、

天然林保护或是通道绿化、村庄绿化、城郊生态公园建设都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造林成效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洛阳市也先后被

省政府授予林业工作优秀市和退耕还林先进单位。

洛阳林业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业绩，但要实现“秀美山川”的

宏伟目标还需作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为了保证洛阳林业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健康运行，给后人留下可

资借鉴的精神财富，洛阳市林业局组织编纂了洛阳林业发展史上第

一部《洛阳林业志》。该志50多万字，记述了上起古代，下讫新世

纪之初洛阳林业发展变化的史事，内容涉及林业资源、环境、保护、

开发、利用、生产、科研、人物各个方面，资料详实，图文并茂，

集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溶经验、教训于一炉，是一部不可多得

的地情资料专业工具书和价值较高的科技性著述。它的问世，必将

为今后洛阳林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也为后人留下深刻而有益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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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年4月 原国京1席枷尚昆(前-}·)判巾目洛阳目宗牡丹Ⅲ(原吲色牡蚪目)参蚍

20(10年4月，全国^大常委会委品长车鹂(前中)到目察牡丹l目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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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体副t席、棘河南省

肯耍书记陈奎元2003年4月到同

末牡丹目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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