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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县林业局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矽。有幸在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

安乐，建设四化的今天，编写二部记’载我县林业发展历史的专志；’

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乃是我们多年的宿愿和责无旁贷

的任务。 ．’

’。

I|

丰城地处鄱阳湖盆地南端，历史悠久，物产富饶，自然条件优

越，林业开发历史也较早，素来享有“金丰城，，的盛名。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六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县林业建

设和其他各业一样，取得了可喜的业绩。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兴盛，标志着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历

为人们所关注。但是，在历史上，我县却没有一本全面系统记载林1

业发展的专门志书，实为憾事。为了如实地反映前人的重要实践，

宣扬人民的勤劳智慧，赞颂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让历史的经

验教训成为今天和明天的借鉴，为振兴丰城林业，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林业而服务。故倾注入力物力财力，编纂此。

志，以填补空白，而飨有志于振兴林业的今人和后人。’

这本专志的编纂工作，自1984年7月着手筹划，至1985年12月

2日完成初稿，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全书近27万字，系统地记录了

丰城县林业兴衰发展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经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丰城县历史发展的进程。

编辑人员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

主义观点对待历史，遵循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的原则，本着“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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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隐伏经验，昔略今详，昔缺今增，立足'-3代，体现“三

新”，秉公核实，资政旁鉴"的宗旨；又经过广收博采，认真撰

写，故而此志书史料还算充实，内容比较全面，历史反映真实，

文字简练，语言通俗，结构合理'，层次分明。但是，由于资料有

限，时间紧迫，在史料准确性，文字鲜明性，体例逻辑性等方面，

尚有不足之处。恳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使之更臻完善。

《丰城县林业志》的告成，诚为林业系统的一件大好事。我代

表中共丰城县林业局党组、7支部和局行政，对专志编纂人员的辛勤

劳动，对支持关心这本志书的县委、县政府‘县委史志办以及历届

领导，有关单位和所有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

仅奉此短文，作为《丰城县林业志》的序言。

熊健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

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真

实、准确地反映丰城县林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力求揭示林业

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

二、断限

本志时限，上溯不限，下限讫公元1985年。以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为记述重点。

三、结构

采取横排竖写，以横为主。全志共有概述、大事记、 9章37

节。各类事项分章分节横排，各章节则按时间顺序竖写纵述。

四、文体

志文的体裁为语体文，记述体，使用第三人称。但也不排除一

般浅显通俗的文言文。引用史料，均照录原文体。在记述中，分别

应用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而以志为主。

五、纪年和称谓

纪年和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用法，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在

记述中，大体出现两个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建国前、建国后加以区别，凡有建国前、后字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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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泛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或之后。各时期的政权、机构或

地理名称，在记述时，均按当时称呼，对人物直书姓名，不冠褒贬

之词。 7 7 j

六、编纂原则

编纂原则是：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今类比，繁简得

体”。在具体问题上又视资料多寡和问题性质区别对待，做到略中

有详，详中有略。

七、资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主要依据旧县志以及省、县档案

馆、图书馆、及私人收藏资料；建国后的均系根据县档案馆、县林

业局归档文件、和文字资料、走访记录，县统计局、县及地区林业

局调查、统计资料。经过认真审核，反复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做到言有据，事可信。

八、人物记述

分表、记两部分。列表记述的限于县林业主管部门中中共党组、

党支部委员以上成员，科(局)级正、副职领导人员、技术员以上

(含中专以上学历)的林业科技人员；专章逐个记述的，为林业战

线有影响的先进典型代表，如省劳模、出席省、地先进代表会代表
危酽
寸0

九、大事记

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记述重大事件。诸如：机构的设置，撤并

和体制改革，重大政策、法令的颁布实施，各种重要会议，重大建

设项目、和经济(科技)成果；林业系统单位或个人参加全国性的

学术讨论会，出席省委，省政府、地委，行署主持召开的先进代表

会议，或授以精神，物质奖励者；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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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概述与文存

卷首冠概述篇，其用意在于，提纲挈领，开宗明义，全面概

括，总揽全书；卷尾文存中所收文件，悉依原件照录，以收补充记

述和资政借鉴之功。



林业专志编纂要求

《四 字诀》

林业特点，

纵横纪实，

全面概括，

以例补全，

体例清晰，

详略有别，

立足当代，

资政借鉴，

贯穿全篇；

隐伏经验，

突出重点；

揭示内涵，

古今类比；

繁简得体；

体现“三新”；

斯也宗旨。

林业志编写组

1985年3月



《丰城县林业志》

领导机构及编纂人员名单

编纂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洪瑞麟(1984年7月一一1985年4月)

徐海泉(1985年5月一一1986年1月)

付组长：万应增

成 员：杨功信，曾明德

编写组成员

主笔：洪瑞麟

成 员：杨功信、辛思贤

杨立春、杨庆霖

晏荣仁

图 照：熊金泉、王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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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防止或减免自然灾害和保护自然环境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为促进农、牧，渔业生产

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创造良性循环条件。

翻开丰城的林业史，兴衰成败的记录，跃然纸上，尽收眼底。

地处中亚热带鄱阳湖盆地南端的丰城县，有着地貌多样、气候温和、土层深厚、雨量

充沛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素来森林茂密，树种繁多，堪称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明朝宋仪《登梅仙山》诗云， “白云在深山，山深转空翠，古木凌飞烟，丛竹亦森邃’’。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是赣东十一个产材县之一，《太平寰宇记》载： “槠山，在县东六十

里，产槠木矽。1946年，林木积累量140．7．万立方米，年采伐量47．4万立方米。到五十年代，每

年仍然可以向国家提供商品材5至6千立方米，商品竹6至8万根。林业在大农业和国民经济

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随着岁月推移，环境变迁、人口增长，生产发展以及人为千予和政

策更易。近半个世纪以来，森林资源累受破坏，林业生产建设，历尽开发一～破坏一一恢

复一一过伐一一再发展的曲折里程。

丰城林业开发历史较早，远在清朝雍正初元，即“诏各省可垦之处，听民垦报’’。光

绪年问，又“谕各省劝民垦种，禁吏苛扰，不定科升限一。此期间的林业生产，多为官劝

民报的自发行为。光绪三十年(1905年)生员黄贞元申报在王藿坑大山等12处栽种松秧数千

担；教职周化南于西关外河洲一带投股设种植公司，开垦荒地试种鸟桕，但均成活无多，收效

甚微。民国四年(1915年)袁希涣呈准在荷湖设普育林场，开垦荒山，培育森林4千亩’

民国十四年(1925年)聂寿连集资于洛市粟林插头山创办桐子局，栽种油桐数十亩，也都因

为管理不善和缺乏扶持而以失败告终。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森林法》，

江西省政府亦通过并发布《江西省造林奖励条例》，组织各县开展造林竞赛活动。丰城县

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参加竞赛，由于执行不力，评比成绩得零分。

造林不力伴随着战乱和山林地主，官僚私有制的掠夺性采伐，使森林资源一次又一次，

的遭到破坏，’荒山残林与日俱增。据当时不完全的清查统计，全县荒山达37万亩之多，资

源亦接近贫乏的边缘。

1949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林业建设极为重视，植树造林有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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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1959年举'1952年，累计造林I．5万亩，年均5千亩，零星植树2．6万株，年均8千株。

旧时遗留的支离破碎的林业开始得到恢复。

1953年，在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接照政务院1953年

7月9日《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县委、县政府大力宣传和

认真贯彻“谁种谁有、伙种伙有、村种村有和切实保障所有权’’的林业政策。1955年冬季

在全县调集农民1千余人，．一举营造国营人工林2万亩，1956年，成立水土保持站，在水土

流失严重的紫云山一带开展封山育林、封山育草工作。国营造林的示范作用，调动了农民

个人和农业合作社集体造林的积极性，林业生产又有新的进展。到1957年，全县共人工造

林30万亩，年均6万亩，零星植树7万株，年均1．4万株。

1958年，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为全面大

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劳动。但由于受“大跃进’’、“大闹钢铁，，，“大办食堂"等

描左"的思想影响，加上自然灾害和外国逼债，国民经济遭到了暂时困难，林业生产也一

度受到了挫折，并出现了普遍地、大规模地乱砍滥伐森林的严重现象。当年，仅国家收购

的木材就有1．3万立方米，大大超过了森林年生长量和历年平均采伐量’原有天然林和大

部分村庄前后的防护林，风景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森林复盖率由1949年的36％急剧下降

到24％左右。一直是产材县的丰城，亦从此变成了缺材县。

1960年以后，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的八字方针和林业部关于林业生

产基地化、林业经营林场化、林木培育速生丰产化的要求，进一步调整了林业体制，进行

了规模较大的‘‘三化’’规划设计，先后建立了升华山，罗山等垦植场和一大批社、队集体

林场，到1965年，6年当中全县共造林29万亩，年均造林4．8万亩。林业建设又重新走向稳

定恢复的道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刚刚得到恢复的林业，再次遭遇十年浩劫的灾难。这个时期

极“左，，路线在农村大搞“一平二调"，“扩社并队力，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主张把

社员房前屋后栽植的零星树木收尽、伐绝，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他们还肆意践踏国家法

律，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使极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森林树木的罪恶潘动。木竹自

由市场和木竹投机倒把泛滥，．一些非木竹经营单位擅自深入山区采购和加工木竹，少数山

区受“重砍轻造黟和矗只砍不造"流毒的影响，无计划地过量采伐木竹，甚至公开侵占国

营山林，盗伐，哄抢集体和国家的林木。1967年以来，罗山，希望，石江、秀市等山区集

镇，年年乱砍滥伐上市销售的木材都在1千立方米以上，国营株山林场lo年来被集体或个

人侵占的山林近8干亩，被偷砍盗伐的国有林木达2万立方米。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大

规模的乱砍滥伐森林的混乱局面。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林业生产有了新的转机，

造林保存率由24％，提高到48％。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们对于森林生态效

益的认识与觉醒，通过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斗，丰城县的绿化事业阔

步前进，取得了重大突破。1985年10月，经宜春地区行署组织检查验收，当年造林绿化责任状

2



的各项任务，造林10万亩，四旁和义务植树100万株、育苗1200亩、幼林抚育10万亩，油

茶垦复15万亩，竹林垦修2．5万亩，次生林改造和迹地更新3千亩，封山育林20万亩，均巳超

额完成。评比结果，获总分100分，列宜春地区第一名。从而，使丰城的造林纪录，由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的零分跃进到八十年代的百分。

建国后丰城县的林业建设，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下五个方面的事实，足以

看出她前进与发展的矫健步伐。

一、绿化机构，日益健全

据史册考证，丰城自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县以来，直至民国时期，均无专门

林业机构和专职官员掌管绿化事业。建国后，1950年设农林科，1958年以来，又改设农林

垦殖局、林业局，为县人民政府专事造林绿化事业的行政管理部f--]。1962年，成立丰城县

造林绿化委员会，由主管林业的付县长担任主任委员，县有关部门领导担任委员，于每年

冬春造林绿化期间，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县的造林绿化工作。1982年，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贯彻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运动的决议>的决定》，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丰城县绿化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成为领导

全县绿化工作的常设机构，制定和颁发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若干规定的实施办

法》。从而使丰城的绿化事业得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顺利进行。

二、绿化场所，由少变多

建国前，丰城于民国廿二年(1933年)始设县立株山林场，配管理人员1人，工役1

人，经营面积200亩I民国廿四年(1935年)予县城北门外莲花桥(今曲江镇管辖地)创

设县立苗圃，育苗面积24亩。 ．

建国后，随着绿化事业的发展，国营林场逐步扩大，乡(镇)村林场似雨后春笋，林

业经营单位迅猛增多。

1955年1月，经江西省农林垦殖厅规划设计，正式建立省属国营株山林场，规戈Ⅱ面积

14万亩，范围扩及白土、袁渡，淘沙、张巷等4个乡。全场干部、职．_T．138人，下设石门

分场和三个林业队。人工造林近10万亩，一度被评为江西省特级模范林场。嗣后，经过几

次分拆和调整，现仍拥有山林5万亩，其中杉木林2．7万亩，松林5千亩，油茶及其他林8千

亩，宜林荒山1万亩。立木总蓄积4．1万立方米，自1980年起开始间伐，年均间伐杉皮

篙636万斤，采伐木材1294立方米。

．+ 1970年又增设国营“五，七’’丰城(坪荫)林场。全场现有干部职"1"-428人，山林面

积1．5万亩。森林蓄积量。立竹97．5万根，林木4．5万立方米，年产茶油l。万斤。建场以来，

共改造低产竹林6500亩，人工造林4200亩，采伐商品竹82．3万根，小材小料1066万斤。

1973年4月，扩大苗圃范围，正式成立丰城县森林苗圃，1977年4月，场部从圹东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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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搬迁到白土乡的天堂，同时成立县林业科学研究所，与县森林苗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现实有干部职2268人，林地5500亩，苗圃地255亩，比建国前增加10倍，每年平均培育树

苗180亩，出圃率80％以上。

1959年，首先在渡头乡兴建了全县第一个集体所有制林场，一一圹下油桐林场。1963年

以后，又陆续在曲江、董家、桥东、圳头、段潭、杜市、焦坑、希望、石江、铁路、秀市、

淘沙，罗山，洛市、自土、梅林、荣圹、老圩，张巷、袁渡、石滩、上塘，湖塘、同田、

泉港等乡(镇)兴建了一大批集体所有制林场，到1984年，全县乡、村办林场已达到215个，

专业队伍1230人。至此，凡是荒山较多的乡或行政村绝大部分都建起了林场，做到了兴办

一个场，绿化一片山，留下一批人，管好一片林。1985年，随着农村生产规模和经营方式

的改变，各级林场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经过整顿，现仍保存有集体林场179个，其中乡办

的21个，村民委员会办的150个，村民小组联办的8个，林场职工1126人，经营山林面

积13．9万亩，其中新造林面积9．8万亩，现有活立木蓄积量2l万立方米，占全县活立木

总蓄积量的46％。较好较快地培育了众多的森林后续资源，使之成为林业上的中坚力量和

坚实基础。

’，三、绿化基地，从无到有

1971年，县委、县革委根据中央大办农业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决定兴

建前人从来没有创办过的大型林业基地。先后在全县创办了杉木用材林、油茶、油桐、茗

茶经济林，苦楝速生林、池杉防护林、柑桔果木林、马尾松混交林等林业基地。经过努力，

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卓有成效，有力地推动着全县造林绿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现已初见成效的林业基地有：

1973年开始在希望、石江、荷湖、铁路、焦坑、罗山、洛市、秀市、淘沙等9个乡

(镇)的76个村委会和两个国营林场范围内营造的杉木用材林基地，累计人工造林面积22．4

万亩。基地内营造杉木人工林4万亩以上的有秀市乡，2万亩以上的有石江，铁路、焦坑、

淘沙乡和株山林场，1万亩以上的有希望，罗山乡和洛市镇，5千亩以上的有荷湖乡。基

地内杉木均已郁闭成林，蓄积量达17万立方米，占全县杉木总蓄积量的80％。新造杉木最

大胸径已有16—18公分。

1979年规划在16个乡范围内建设的油茶经济林基地，总面积达46．7万亩。油茶面积超

万亩的乡有13个，5千亩以上的乡有3个，超过千亩的村委会123个，超过500亩的村民小组

l千个，以经营油茶为主的集体林场10个。产量较高的地方，亩平油脂10斤，最高亩

平25斤。

此外，以荣圹、铁路、罗山乡为主体的茗茶基地，以杜市乡油桐林场为中心的油桐基

地，以圹东园艺场为骨干的果木林基地，均巳投产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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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化技术，普及提高

建国前，林业科学技术极少被政府关注和重视，普及推广尤为鲜见寡闻。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首先在国营林场或小范围内进行示范，尔后推而广之。如1956年

春于株山林场采用杉，松实生苗造林，1959年在罗山小溪村委会进行高标准油茶垦复试验，

1963年和1964年，先后在石滩乡的南湖村及董家乡罗岭林场，秀市乡红洲林场推行油茶直播

造林和条垦整地(环山作带，定点打穴)造林试验，1965年于圳头乡圹头林场进行红壤丘陵

栽植油茶，创三年开花，四年结果成绩，1969年在丘陵地区的杜市乡湖头李家村推行红壤

栽竹创优质速生丰产等等；在上述实验相继取得成功及其实践经验的示范启示下，1972年

以来，造林六项技术要求，在全县各地广泛推行和采用。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参观交流．

进一步取得认识上的飞跃，使林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工作更为扎实。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科学技术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林业部门先后举办了各种林业技术培讽

班114次，输送了234名农民技术骨干到省，地轮训提高，并聘请上级业务单位和大专院校

的工程技术人员，教授，讲师实地传授技术，联合广播站举办林业技术录音广播讲座24次

运用科技集市，科技小报，科技宣传窗，宣传车等形式，使林业技术传入千家万户J与此

同时，还动员林业科技人员深入第一线，指导群众植树造林，开展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活

动。林业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在全县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

林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给绿化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使林业科学技术本身得

到充实和提高。1978年以来，不但农民群众学科学、用科学蔚然成风，专业人员推广应用

技术的成果也很显著。荣获省，地，县三级科技成果奖的计有幼竹摇梢防雪压研究、衰败

竹林改造技术，改造残次竹林丰产技术、油茶早实丰产试验、红壤栽竹优质速生丰产试验、

茅竹地下茎生长发育规律研究、大面积速生丰产林试验、低产竹林八项综合改造技术，杉

木矗小老树，，改造技术，白僵菌防治松毛虫应用技术，应用高效低毒农药防治松毛虫示范

试验等十多个项目。

五、绿化建设，方兴未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拔乱反正，保护森林，发展林业，

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了“植树节黟，决定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

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把振兴林业，绿化祖国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来抓。

中共丰城县委，县人民政府紧跟中央战略部署，在省、地正确领导下，为绿化丰城采取了

一系列积极措施。1978年至1980年，开展了营林建档和森林病虫害普查工作，进一步巩固

和完善林业基地，加强对国营林场的领导和整顿，大抓了幼林抚育和油茶垦复等森林培育

管理技术措施，颁发《关于加强森林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布告》，并派出工作组，全

面清查和处理乱砍滥伐森林的案件。1981年至1982年，在顺利地完成了林业“三定黟工作

以后，组织技术力量，开展并完成了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和林业区划工作，为林业发展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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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1983年，接照区划要求，制订出加速绿化进程的长远规划，确定了林业发展方向和

发展战略，通过签订造林育苗合同，奖励和扶持农民造林，把党的富民政策和农民群众在

经营方式改变后并发出来的造林、育林、护林积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农村造林育苗重点

户、专业户蓬勃兴起，一年中林业两户发展到391户，千家万户造林面积4．87Y亩，占全县当

年造林面积的87％。1984年和1985年，按照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放宽林业政策，

改革林业管理体制，开展营林抽样调查和集体林场森林资源清查工作，实行限额采伐和签

订绿化责任状，使全县绿化工作持续向前发展。1985年，经过宜春行署验收，各项绿化任

务都已超额完成。在改革、开放浪潮推动下，一个山上严、山下活，横向联合、城乡联营，

综合开发的崭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这年冬季，丰城矿务局、洛市矿务局以及丰城镇、巳经

和董家，圳头、秀市乡以及国营株山林场联合造林，绿化荒山3万余亩。不少承包集体荒

山和分得自留山的农民，为解决劳力紧缺和资金不足的困难，也自愿联合起来，采取联合

整地造林，分户管理的办法，大造其林，使承包山和自留山的绿化速度显著加快。截止

1985年12月，全县造林保存面积已有60万亩，有林地面积(不含疏林地、灌木林地和未成

林造林地)达112万亩，占全县林业用地面积72．5％。森林复盖率巳达到26．3％。

但是，在林业建设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急待解决。诸如：长期以来，在指导思想上存在

重农轻林和单纯追求木材利用而忽视生态平衡的偏向，过伐和乱砍滥伐森林问题，没有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在生产实践中，又曾不顾立地条件，过分强调集中连片营造杉木纯林，

忽视混交林，以及造而不管，管而不细，导致造得多，保存少，树种单纯，林相残败，

布局不够合理，森林复盖率不高，林地生产力受到破坏，森林逐渐向下演替等等。此外，人

员素质差，技术力量薄弱，业务能力和决策管理水平较低，也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很不

适应，在深入改革和振兴林业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和研究。

放眼未来，丰城县今后的绿化事业，定会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沿着

“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林业建设方针的轨道，

朝着广阔的原野和长远的目标，迈开大步，前进再前进。一个“无山不绿，有水皆清，五

谷丰登，经济腾飞"的理想境界，必将到来。丰城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林业的憧景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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