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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史是一条浩瀚不息的时间长河。

时间的流动把过去化为历史，把现在化为历史，也将把未来化为历史。在

时间、空间、人类这庞大的三维座标系中，时空的标量是无限延展的。因之，

从超然的角度看，人类的每一位成员，不论其男女老少，也不论其职别地位；

不论其文化修养，也不论其民族、地域，无一不在其有生之年以各自的方式独

自地或集体地不停书写着人生史、家庭史、地域史、行业史、民族史、人类史，

这些负载标示着人类不同命运的历史，或直或曲或明或暗或辉煌或悲壮或令

人敬仰或令人惋惜⋯⋯

史学家把地域史、行业史的划分叫。志刀。分门别类的。志’’，好比历史长

河的一条条溪流，一脉脉活水，它是记载历史局部的特写镜头，是后人研究认

识其行业地域历史轨迹不可或缺的依据。这部《抚顺市林业志>正是一部承担

局部历史使命的行业史．因之，传之千古的历史要求我们，全市林业职工和广

大群众要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以实际工作写新写美，力争无愧

于这段充满绿色诗情画意的人生；同时，更要以为子孙后代负责的科学态度，

力求准确翔实，客观公允，著写成志，传诸后人。一为后辈继承、发扬，二要

经得起后人的检验、评说。本志书10编33章97节，加之概述和附录部分，全

书共28万字。本志书以图、表、录、传等形式，略古详今地记述了新中国成

立前抚顺林业的演进和新中国成立后抚顺林业在造林、经营、资源保护、木材

生产、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等方面的发展、沿革过程。体现了当代新志书的掐

调，蕴藉着存史、资政、教化的不朽意义。 ．

《抚顺市林业志》的如期同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局方方面面团结协

作的范例，是各位执笔者辛勤耕耘和各界朋友大力支持的硕果。在此，谨向各

位著者与各界友人表达最诚挚的谢忱。 、

’

抚顺市林业局局长刘庆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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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属地方志中的部门志，独立成书。首立大事记、概述；以下共

分10编，以编立章，分节叙事，为本志主体。附录必要的图表数据和历史文

字资料。全志共28万字。 ．’

二、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实事求是地记

述抚顺地区林业的历史演变，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取得的建
设成就，体现新中国的时代特色。

三、本志记述年代，，上限尽收所知，下限断在1985年末。解放前后的提

法，一律书写。抚顺解放前一和。抚顺解放后一，不简单地用，解放前’’和

“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提法，在本志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

一律用。新中国成立前一和。新中国成立后’’，不用。建国前"和“建国后"。

根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林业建设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的择要记述。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并力求

体现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

四、本志朝代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包括民国时期各朝代纪年、

农历年、月、日，均使用汉文数字书写；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均使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涉及机构名称，一律采用当时名称；对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对人物除引文外，一般直书其姓名，不加。先生"、。同志”等称呼，不冠褒贬

之词，有的为反映历史面貌，加职务称谓。某些过长的，在本志首次出现时

使用全称以后，注明以下简称。

五、本志所使用数字，主要以抚顺市林业局编印的《抚顺林业三十年》和

《抚顺市林业统计资料》为准，不足部分从查阅档案和省、市林业部门的历史

资料中搜集。 ，

数字用法，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很得体的地方，均使用阿拉伯数

字。 、

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数、比例数、约数)，均

使用阿拉伯数字。

统计数字的书写，4位和4位以上的数字，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

j。西



节与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的位置，不使用“，"号分节的办法，如35476

元，不用35，476元。1～5位的数字写绝对数，如2356次，3570元；6位以

上的数字，以万·亿作单位的数，如485700公斤，写为48．57万公斤。

统计表格，按照“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的要求，分别列入有关章节，依

次标出表号。 ．

习惯用语中的数字和成语中的数字，以及专门名称用数字，一律使用汉文

数字表示。

六、本志使用计量单位名称：

． (一)长度用。公里"、“米"、。厘米力、“毫米力； ’

(二)重量用。吨"、“公斤"、“克"；

(三)面积用“平方公里"、“平方米一、_公顷刀；

(四)体积、容积用“立方米一、。升一；

(五)时间用。天(日)一、“时力、。分一。

有的地方为反映历史原貌，对旧计量单位，如“里一、搿丈一、。尺刀、“寸’’、

。斤一、。两弦、。方里一、。陌一、。亩一等，照实记载，并尽可能地加注换算数值。

七、为了全志内容详略完整，分编叙事中，保留一些互见的事实和数据，

但记述的详略和侧重面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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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地处辽宁东北部。全市总面积为112．7万公顷，现有林业用地面积为

78．84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0％；全市森林面积为55．66万公顷，森林总蓄积

量达3582．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50．36％，是辽宁省的重点林区。

抚顺地区林业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可分为新中国成立

前林业资源消耗与新中国成立后林业资源恢复发展两个不同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的林业资源消耗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1840年至1910年

的晚清阶段，1911年至1931年的民国阶段，1932年至1945年的。日伪"阶

段，1946年至1948年的解放战争阶段。
． 据《奉天通志》记载，“本省⋯⋯东有长白山，山势绵亘，连干分支，其

天然之森林，弥漫无际，兼之开垦较晚，地旷人稀，需材无多，砍伐者少，故

所在林木龙葱，蓊翳益德，逐其生成’’。尽管自1633年清王朝建都兴京(今新

宾)以后，大兴土木，开始大量采伐林木，但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龙山一 ，

带被划为封禁区。基本保持原始状态。然而，。自光绪三十一年龙山开禁后，木 ．

把木商源源而来，木材之输出日增月盛一。同治年间山东遭灾，部分灾民迁徙

关东，砍伐、焚烧森林，垦荒种植，龙山一带，苏子河、浑河流域两岸之森林

遭到了破坏，资源减少，逐步演替为天然次生林。 ·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1912年发布了《林政纲要十一条》，1914年制定

了《中华民国森林法》，1915年又制定了《森林法实施细则》。尽管这一时期

的林业有章有法，但缺乏具体的实旅步骤，无有建树。1922年至1928年曾对

林区进行了调查，划定了林区，其中兴京县有母龙沟、砍橡沟、通沟、冰湖沟、

大北岔沟、四方台、大呼伦、样子沟、马鹿沟等处。林区虽然进行了调查、划

定，但随着移民的增多，交通条件的改善，乱砍滥伐、毁林种田日益严重．加

之官需民用木材增多，逐渐使林地变成瘠地。据《新宾县志》记载，民国十八

年(1929年)县公署报告称：“新邑天然林木现已砍伐将尽。采伐后的荒山又

被刨去树根，垦为农田，每遇大雨，山水冲刷，砂石俱下，水土大量流失，良

田变成瘠地。一总之，民国阶段，在林业建设上虽经过调查与管理，颁布过堂

堂其文的有关法令，而实行上只是一纸空文，乱砍滥伐，毁林耕种等破坏森林

资源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 。 ．～

1931年。九·--A,"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东北，成立了伪满州国。

J_．， ．)厂／一． ，?，



·2· 抚顺市林业志

为企图长期统治东北，曾通过航空测量确定林地面积和蓄积，并编制了《林业

资源情况调查》、《森林经营大纲》，制定了《造林计划纲要》。抚顺地区在日伪

统治14年问，侵略者曾奴役劳动人民为之造林1万公顷，对原有森林掠夺采

伐，造成广大地区水土流失，资源枯竭的局面。据《新宾县志》记载，。伪满

时期，曾采取所谓‘伐木安民政策，雇用大批民工登上岗山将原始之果松几乎

砍伐殆尽，伐根高达1米至1．5米左右。雇用农民用牛爬犁将木材捞下山后，

继而运往日本国内●。1936年日伪当局对我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红庙子、查

家、哈塘沟及平顶山等地的森林，采取。彻底皆伐一的政策。1939年日本警

察指挥劳工，对老黑槽一带的森林大量采伐。1940年和1941年，由日本人组

织烧炭匠给关东军连续烧炭两年，并给当时的“抚顺煤矿一、“满铁"、“满炭’’

运出大量的坑木和枕木。以上种种，使新宾县乃至整个抚顺地区的森林资源造

成了严重破坏，形成了解放初期残破的天然次生林。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1946年到1948年国民党占据了抚顺地

区。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构筑军事工事，肆意破坏森林资源，盗砍倒卖木材

活动猖獗。由于屡经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多次破坏掠夺，到1949年建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时，抚顺地区的原始森林已不复存在，除高山远山岗脊深谷还有

极少量的天然红松、沙松、臭松等针叶树之外，绝大多数已成为以柞树为主的

混生杨、桦、椴、槐、柳、胡桃楸等次生杂木林。1948年随着东北全境的解

放，抚顺林业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东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

关于。大森林归政府管理"的条款，设置了林业机构，抚顺地区各县设林业科，

县以下设林业助理。东北人民政府制订了《东北解放区森林管理暂行条例》、

《东北解放区森林保护暂行条例》，宣布森林(包括林木、林地)均归国有，但

以《土改法》取得所有权者例外。抚顺地区在。土改一时也有部分山林随着平

分土地平分到户。同时，接收了日伪时期的“满炭一造林、。满铁押造林。东

北人民政府规定了有关采伐更新，保安林抚育保护若干林业法令，为恢复林业

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新中国成立后林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抚顺地区林业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950年至1957年

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阶段，1958年至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66

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阶段，1977年至1985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阶

段。
‘

．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7年)，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阶段。1952

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任

务。在林业建设上，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山荒地⋯⋯均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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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时提出了“保护森林，并有计射的发展林业一的基本方针。1950年5

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普遍护林，有计划

地重点造林，合理采伐，节约木材及森林重点调查和干部培训"等任务。

抚顺地区首先建立了林业管理机构，配备了专管人员，进行护林、造林、

森林经营等林业恢复与建设工作。同时，还进行了清理林权工作．根据省政府

1955年1月《关于清理林权工作的指示》和《清理林权试行办法》的规定，明

确了国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三种所有制，建立了森林台帐，发放了。林

照艿。随着农村合作化的进展，于1957年初进行了私有林木入社工作，同年末

私有林木基本入社，由集体统一经营。

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阶段，林业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一是加快了造

林速度，这一阶段造林4．12万公顷，为新中国成立前造林面积的4倍。二是

林业从分散管理步入了统一管理的轨道，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林业创造了

条件。三是建立了林业管理机构，市、县设林业局(科)，乡(社)设林业工

作站，村(区)设。林管会"，为保护山林，发展林业提供了保证。

第二阶段(1958年至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抚顺地

区林业建设有了很大发展。1958年，在林业建设要向基地化、林场化、‘丰产

化、机械化方向发展的方针指引下，大力兴办国营林场和社、队林场，建立了

采种基地、用材林基地。重点林场开展了山地造林机械化、采伐机械化试验。

。抚顺、新宾、清原县办了林业学校，为林业发展培养人才。积极兴办木材加工

厂、林产化工厂，发展药材、果树、蔬菜、木耳园等种植业和鹿、牛、羊、猪

等养殖业。这一时期，国营林场发展到32处，大多数有林社、队都建起了集

体林场，林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全市共采种子70．5万公斤，育苗0．26万

公顷，造林7．2万公顷，生产木材43．2万方立米，成林抚育2．4万公顷，次生

林改造0．7万公顷，新建林区公路379．4公里。但由于。左’’的倾向的影响，存

在着造林面积不实，质量不高的问题。

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一阶段。这阶段，尤其是头

几年，管理机构被拆散，管理干部、技术干部被下放劳动，林业方针政策和规

章制度被废弃，抚顺林业建设遭受严重挫折：1967年9月毛主席亲自批示了

《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随后，辽宁省革命委

员会发布了《加强山林保护管理，严禁滥砍盗伐林木》的布告，对保护森林资

源，遏制乱砍滥伐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总体上看，林业建设仍有一定的发展。

第四阶段(1977年至1985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阶段。粉碎。四人

帮’’反革命集体团后，特别是中共十_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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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林业，把绿化祖国、保

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林业建设进入了以法治林的新时期。随后，全国人

大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推动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轰轰

烈烈地展开。《森林法(试行)》试行五年后，1984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林业进入全面振兴的历史时期。

1980年，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明确抚顺地区为。以林为主"地区，制

定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刀的建设方针。同时，中共抚顺市委、。

市政府确定全地区30个公社、328个大队为以林为主的重点社队。1981年根

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

全地区进行了林业。三定一(稳定山权、林权，划定社员自留山，确定林业生

产责任制)等一系列工作，解决历史遗留的林权争议，划定社员自留山，落实

承包山、责任山，清理毁林案件等，均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调整充实了林

业管理机构和事业单位，组建了市、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创办了市、县林产工

业公司，建立了市、县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林木种子站、森林勘查设计队

(室)、木材检查站。为加强林区治安和护林防火工作，市、县还设立了林业公

安处、科。
一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抚顺地区的林业建

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9年间共完成造林17．1万公顷，成活率达85％以上，保

存率达到70％以上；木材生产达113．5万立方米；修建林区公路2000多公里，．

林区道路4300多公里。此外，林业科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林业部

科技成果奖2项，省科技成果奖2项，市科技成果奖1项。

新中国成立36年来，抚顺地区林业建设尽管有过挫折和失误，但在党和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创业，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

1、保护和增加了森林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加强对既有林管护的同

时，全地区人工造林累计面积达47．46万公顷，保存面积27．74万公顷(含未

郁闭幼林6．87万公顷)，保存率为58．44％，比全省平均造林保存率30．4％高

28．04个百分点。到1985年末森林面积达55．66万公顷，比新中国成立初期

增加68．7％，居全省第二位；森林蓄积量达到3582．5万立方米，为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两倍多，跃居全省第一位；森林覆被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9．3％，

提高到50．36％。

2、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管理体系。全市设有市、县(区)林业局、乡

(镇)林业工作站三级行政管理部门64个；有国营林场45处(含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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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34处，煤矿属10处，铁路属1’处)，有林业科研所、森林病虫害防治站、林

木种子站、规划调查设计队(室)、林产工业公司、林机修配厂等企事业单位

20多个；各种合作性质的集体林场420多处，林业专业队(组)160多个，林

业“两户力已达2200余户。全市拥有全民林业职工7200余人，从事林业生产

的农民达5万余人。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产、经营、开发、利用的管

理体系。 、’

3、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以国营林场为例，国家共投资

49041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36125万元，林业事业费拨款12916万元。

1956至1985年，全市32处国营林场各项生产收入达18682．6万元，占总投资

的65．07％，其中税金7614万元，利润18481万元，育林基金5814万元。目

前，全市森林蓄积为3582．5万立方米，如以每立方米75元的最低价计算，森

林储备价值达26．87亿元。 ．

森林在抚顺生态环境中占主导地位，对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调节气候、净化大气、保护环境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据资料证明，每亩

森林比无林地可多蓄水20立方米。集水面积达5437平方公里的大伙房水库，

由于上游森林植被的庇护，年泥沙淤积量仅为150万立方米左右，只占库容总

量的1％。据国外资料测算，森林的生态效益相当于森林经济效益价值的

6——8倍。据此估算，我市森林由其功能作用所创造的价值每年至少可达

4——6亿元。
’

． 。

抚顺是辽宁的重点林区，省委、省政府曾指出，。东山无树，辽宁不保弦，

就是说如果东部山区森林资源遭到破坏，辽宁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用水

就难以保证。抚顺森林面积占全省的13％，蓄积量占全省的28．49，而且是，

浑、清、柴、柳、太子河和富尔江等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与上游。不仅每年可为一

社会提供20多万立方米的木材及大量的林副产品，而且是本市及全省重要的‘

水源基地。仅以大伙房水库为例，除保障本地区工农业用水、人民生活用水以

外，同时为沈阳、营口、盘锦等下游城市生产生活和商品粮基地建设每年提供

用水8亿多立方米。为支援工、农业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所需，增加林农收入

作出了突出贡献。

展望未来，林业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要以为人民造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

精神，在各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和依靠全市人民，同心同德，艰苦

创业，为发展抚顺林业，实现林兴民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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