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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体，也是我县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

源、环境的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承担着

生态建设和林产品供给的重要任务，做好林业工作，必须突出林业在生态县建设中

的主体地位，在中部崛起的保障地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基础地位。紧紧

围绕林业生态体系建设和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森林资源培育和合理利用，全面推进

林业发展，千方百计为林农增收，为社会增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应有的

贡献。郧西林业，历史上曾有几度兴衰。据有关资料载：明清时期县境内仙河、大

坝河、金钱河、安家河、归仙河、天河、汇河上游等各大流域及其附近高山，均为

原始森林。清康熙二十年县志(1681)载：明末清初上津有“芙蓉城外柳千柯”和

“鸡犬寥寥树林稠”的诗句。建国后郧西县志载：1947年冬，郧西解放前后，千亩

左右大片森林有回龙山、前庄、槐树沟、黄龙山、吴家扒、麦峪河、沉溪河、茅坪、

三官洞、安家河、毛獭河、童袁等地，计200多处。500亩左右的树扒1000多处，

其余100亩左右树扒不计其数，民谣有“人进深山林迷路，马走平川树遮荫”。野生

动物中猴、虎、熊今已绝迹，豹、鹿、獐、狼极为少见。

水土流失是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条件如地形地势、地质

结构、降雨量集中，都是引起水土流失的客观原因。社会因素如人口剧增、政策失

误、森林的滥砍乱伐、陡坡开垦、毁林种粮、森林火灾、病虫害是造成水土流失的

根本原因。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县水土流失面积是逐年增加，由建国初的14万公

顷，增加到1989年底的25．5万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72．5％，年平均土壤侵蚀模

数4524吨／km2，年土壤流失量1154万吨。

本县植树造林历史久远，尤以经济林树种造林为最早，点桐插柳，植桑种麻的

美好习俗自古有之。据清康熙版《郧西县志全集》第六卷土产篇、木属中载有：“椿、

榆、柏、楸、桐、栎⋯⋯”；另在货属中有：“黄丝、棠麻、桐油、皮纸⋯⋯”的记

．载，在该志中，还刊有薛戴德《入郧西境》七律一首：“桐枝手植有桐孙，二纪重

来槐此身，三代衣冠连贵仕，寸州轩冕接清尘⋯⋯”。薛为明末清初人，距今380余

年，可见我县种植油桐；至少有400年以上历史。

建国后，郧西人民贯彻“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坚持“谁造谁有，村

造村有”的政策及发展国营、社队集体等形式，全县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获得全面



开展。至1979年底，全县有社、队集体林场491个，固定专班劳力4945人，经营

面积达22666．7公顷。由于郧西自然条件差，气候十年九旱，经济落后，造林难度

大，成活率和保存率不高。1986年全县人民以“兴山富民”为方针，实行“山、水、

林、田、路”全面综合治理。1990年开始实施“十年绿化郧西”，国家加大了林业

建设的投资，在我县启动的工程项目有：“长防林”工程建设、“丹江口水库水源区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日援“汉江上游水土保持林”工程建设、“国债”工程建设，

特别是2001年我县纳入国家“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

“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程及县将“林特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之

一，由于上述工程项目的实施，林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生态环境有了一定改善。

郧西林业的变迁，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才有政府重林、社会兴林、群众造林、家家护林、人人爱林的良好氛围。

林业发展到今天的成绩，是林业人五十年的磨励、五十年的奋斗、五十年的不懈追

求，才实现的。 ，

盛世兴林，兴林富民，这正是我县发展林业与经济发展的规律。盛世修志，是

历史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是文化的需要。郧西林业志本着详近略远，纵述历史，

横陈现状，实事求是，则忠实记录了这个时代郧西林业的兴革演变，把勤劳智慧的

郧西人民创造的光辉业绩、宝贵经验和教训传之后世，让为郧西林业发展，改变生

态环境建设做出奉献的英雄模范和人物及其他们的业绩名垂史册。郧西林业志是地

方志的一部分，其编修工作是一个群众性的科学系统工程，它含盖了生态环境、林

权体制、营林绿化、森林保护、林场发展、林产品、林业科教、行政机构、林业人

文和大事记。具有地方和林业特色，是一本较全面的郧西林业百科全书。此书具有

历史和现实价值。

‘值此《郧西县林业志》问世，应林业志编纂委员会之约，以此权做小序，

以祝贺——。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凡例

一、编篡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为指针，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客观真实地记述郧西县林业事业的历史发展与现

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时代性相统一。

二、本志断限：上迄郧西林业有史记载，下至2005年底，少部分内容视其实

际情况确定。

三、编篡方法：全书以纲目体为层次结构，以类为序、为纲，纲下以黑体字依

次标明目、子目、细目，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因文而置，以建国后林业

工作为重点，详古略今，详近略远，纵述历史，横呈现状。设“序”反映修志原诿，

设“概”述集中反映林业宏观大势和林业全貌，设“附录”反映“志”中未能反映

的重要资料，设“大事记”反映“志”中未能反映的林业大事。

四、资料来源：以县档案馆、相关文献书籍、相关部门的统计报表为主，以口

碑为辅(建国后一部分资料运用统计部门数据：一部分运用林业局统计报表数据)。

五、数字书写：凡表数目、百分比、公历纪年、月、日、时刻、坡度、温度用

阿拉伯数字书写，表数量的词用汉字书写；数目在五位数以上者用“万”或“亿”

作单位，小数点后一般保留一位数，特殊情况的保留两位。

六、计量单位：建国以前依照旧时习惯的计量单位，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制。如

公斤、公顷等。

七、文字文风：运用白话文，语言力求简明、严谨、流畅。汉字书写除引用古

文须保留繁体文外，其余一律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八、称谓：地名一律用当时名称；人物直呼姓名；行政区划一律用历史正称；

专用名词、常用或专业述语，首用取全称，后一律用简称。如“新中国成立前(后)”

简称为“建国前(后)”，建国后的“五十至九十年代”统指二十世纪的“X年代”，

“省”系指湖北省，“市”系指十堰市。

九、人物记载：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但不包括模范事迹传略，注重以事系

人。

十、交叉内容：林场的科研项目成果在“林场”类反映；林权纠纷在“林权”

类反映；关于建国以前的林业资料鉴于内容较少，一般在“简述”中反映；受各级

表彰内容：凡1980年以前列入“大事记”记载，未列入“人物”章，1980年至2005

年的一律列入“人物”类；关于段久保、段久国、罗传坤三人的事迹因《郧西县志》

已作“传记”，本志将其仍列为“人物传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郧西，北依秦岭，南临汉水。自古全境多山，杂灌丛生，除汉江沿岸多属响沙

石山，森林偏少外，其余地区森林繁茂，自生自灭。明代即有“人进深山林迷路，

马走平川树遮荫”之说。建国以前虽数经战争蹂躏和损坏，但至1949年，全县千亩

以上的大片森林仍有200余处，据有关资料记载，森林面积为21．4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为60％左右。

建国后，全县生态建设长抓不懈，植树造林，累掀高潮。而发展起伏跌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全县造林初创期，县委、县政府贯彻省委、省政府命令，

在全县号召开展“造林、育林、护林、管林”运动，通过建立林业机构、国营苗圃、

林场等形式，进行造林育苗试点试范，组织机关团体在城区周围荒山、四旁植树造

林，使全县造林护林新风开始兴起。但紧接着的“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大办粮

食”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毁林种粮，不仅新植的林木大部分被毁，连原有的大片森林

毁去大半。

六十年代前期，省委颁布了“林业二十二条”、“林业十八条”等，农村普遍进

行了重新发放山林权证，划定山界林权，实行“三级所有”林权政策，以鼓励群众

植树造林。另一方面，贯彻宣传党中央颁布的《森林法条例》，县政府采取发布“布

告”，成立林木案件调查组，查处乱砍滥伐案件等措施，制止乱砍滥伐，加强林木

管理。如此同时，大力发展社队林场，号召场场办苗圃，队队育苗、造林，使全县

群众性造林运动全面展开，群众造林积极性空前提高。仅1964年，全县造林6826．

7公顷，超过1960—1962年三年造林的总和。

但扑面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兴起的群众性造林、护林新风受到影响。

一时间，乱砍滥伐、毁林种粮、“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不良歪风盛行。为坚持造林

绿化，“文革”后期，县革委会采取发布“通告”，下发关于林木管理文件规定等，

强调制止乱砍滥伐。同时在“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运动中，大力号召四

旁、荒山造林，开展“两林基地建设”等，使“毁林种粮”和偷砍滥伐歪风得到制

止。据“四五”期调查：全县森林面积由建国初期的21．06万公顷减少到7．8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60％下降到22．2％。

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拨乱反正中，从中央到地方，各

级重申“三级所有”林权管理制度，强调“国造国有、队造队有、合造共有、社员

房前屋后植树归社员个人所有”，群众造林积极性开始恢复。特别是1978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国务院对保护森林，发展林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

策。其中，1981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问题的决定》；1981



年10月，省政府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国有山林不受侵犯的指示》；同年12月，省

委、省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抓好当前林业工作的紧急指示》；1984年，国务院又

颁布了《森林法》，这一切无疑为郧西林业的恢复振兴迎来了好时机。

机不可失，时不待我。全县一方面，加快步伐落实，推行林业“三定”工作，

在1983年底，全县全面结束林业“三定”工作的基础上，又推行出一系列“延长荒

山承包期节等优惠政策，鼓励农民承包荒山，植树造林。1986年“两山并一山”工

作，全面展开，到当年底，全县13个区，103个乡镇，516个村j划定自留山18．

5681万公顷，落实责任山1．0319万公顷，发放自留山证93000份，占应发97260户

的96％。林业专业户、重点户达千余户，经营山林面积896．7公顷。全县恢复林场

149个，经营面积6953公顷，出现了场长承包、合伙承包、家庭承包、联户承包等

各种责任制形式，形成了县、乡、村、组四级办场的新格局，有不少群众开始利用

自留山，套种药材、加工小材小料等，增长经济，走出了贫穷的低谷。．一方面，以

宣传《森林法》为契机，针对林权改革之机出现的偷盗滥伐现象，组织森林案件调

查小组，依法对这一时期森林案件实行调查、清理、“严打”，仅1986年，全县清理

乱砍滥伐213个村，673个组，3729户，4919人，共盗伐树木13230株，查处169

个村，541个组，264户，3569人，没收木材1061 l件，征收育林基金15083元，罚

栽树木1 8000余株。同时采取增设木材检查站，实行凭证运输，限额采伐，提倡节

柴改灶等措施，加强林木管理，使全县乱砍滥伐得到有效制止，群众造林热情再度

高涨，林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上述基础上，县委、县政府以“兴山富民”为方针，提出“把山水当田种，

把林特当粮管，把基地当厂办”的新布署，全县处处展开了“开发山水、兴办基地”

战场，基地建设逐步由起初的小范围庭院经济发展为以“上规模，求批量，创高效”

为标准的向荒山荒坡进军，开辟连线、连片的两林基地。1989年，全县规划实施以

汉江沿岸8个乡镇的龙须草，以金钱河、天河沿岸lO个乡镇的油桐，以黄龙山为中

心的3个乡镇联营的松杉等连片基地5．3万余公顷。展开治山战场29处，投入劳力

9万余人，治山造林0．27余万公倾。经十余年的努力，全县有林面积由“四五”期

的7．8万公顷增长到1 1．7万公顷，荒山荒地由“四五”末的10．5万公顷下降到5．

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四五”期的22．2％提高到33．2％。同时，林种结构发生

了明显变化，全县用材林、薪炭林、经济林的比例为3：3：4。但由于前几个时期

的大砍大伐，成熟林蓄积由“四五”末的22．3万立方米减至8．6万立方米，按全县

用材林的成熟林活立木蓄积的年均增长量计算，年可供采伐的林木只有3000立方

米，而年限额采伐量为10500立方米，实际亏空7500立方米。加之恶劣的自然地

理条件，导致生态恶化，全县水土流失率由建国初期的22．3％上升到72．5％，为全



省水土流失最严重县之一。即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改善生态任重道远。

1990年，省、市相继发出“十年绿化”号召，随之，一个“十年绿化郧西”和

“树立大林业、生态林业、立体林业、全方位林业观念，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同步上，乔、灌、草一起抓，造、飞、封、改、管相结合，多层次，多形

式，多林种齐发展，实现森林面积、蓄积、覆盖率同增长”的宏伟目标，被列入郧

西林业日程高度，按照“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大力营造水土保持林，在江河源头

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在风害严重的地方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在江河堤岸大力营

造防浪护堤林，特别把林特基地建设作为加快绿化进程，确保造林成效，形成规模

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总体布局，全县又打响了“十年绿化，消灭宜林荒山”战

斗。当年，新建杜仲、柑桔、油桐、刺槐、黄姜、板栗、松杉等林特基地1．5693万

余公顷。1992年，建成连片基地117处，基中千亩以上的15处，面积达0．91万公

顷。1994年，全县基本消灭宜林荒山，一举摘掉全省荒山大户“帽子”。到1998年，

全县经济林发展到3．64万公顷，其中基地面积达1．47万公顷。按林种分：板栗0．

25万公顷，油桐1．59万公顷，杜仲O．11万公顷，柑桔0．09万公顷，苹果0．16

万公顷，人平达0．08公顷经济林。

如此同时，坚持“造、管”并重，1994年，县委、县政府联合出台了《关于全

面开展封山育林保护森林资源的决定》，为巩固绿化成果，加强资源管理提供了政

策依据。在贯彻落实中，全县实行了“专班管护、责任管护”等五种责任管护制度，

使封山育林面积达到预期效果。另一方面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动植物检疫工作、

重大森林案件查处工作等齐抓共管，使造林绿化成果得到了有效保护。1998年，全

县造林绿化达标工作顺利通过省政府验收，实现“绿化达标”。到1999年统计：全

县荒山荒地由“六五”期的5．7万公顷，下降到O．97万公顷；森林面积由“六五”

期的11．7万公顷增长到12．8万公顷，但比解放初期的森林面积仍少826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由“六五”的33．2％增长到36．3％，增长3．1个百分点；水土流失率由

“六五”期的72．5％下降到69．8％，下降2．7个百分点。而年水土流失量仍为1566

万吨，相当于5266．7公顷的耕地活土层被冲走，按每3333．3公顷森林所保持的蓄

水量相当于一座百万立方水库蓄水量计算，全县森林面积比解放初期减少的面积仍

相当于减少25座百万方水库的蓄水量。即，发展林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生态建

设依然刻不容缓。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国家南水北调、退耕还林、丹江库区水源点建设等生态

治理工程的启动，郧西县先后被列入“全国退耕还林试点试范县”和“丹江口水库

水源区重点防治区”。200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加快林业发

展的决定》，全面明确了二十一世纪全国林业发展的总体任务、目标、基本方针及



其发展林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中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林业工作，要把林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努力使我国林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要赋予林业

的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要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要赋予林

业以基础地位。”“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

主体、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大力保护、

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使林业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服务”。号召“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办林业”。贯彻《决定》精神，

抢抓如此大好时机，全县以生态环境治理建设为重点，全面展开了退耕还林工程、

丹江库区水源保护工程、沼气等能源建设工程、城镇绿化工程、绿色通道工程等生

态综合治理建设战役。同时开展了与之相配套的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植物检疫、

打击违法征占(用)林地、退耕还林工程监理等依法保护工作。

为确保各项工程和工作落到实处，行之有效，县委、县政府坚持管理与发展并

举，在组织领导上，县、乡两级高度重视，率先垂范，做到“组织领导、宣传发动、

技术服务、督办检查、通报奖惩”五到位，层层签订责任状，把生态建设工作成效

纳入领导政绩考核，对重点工程管理做到规划到户、合同签订到户、整地栽植到户、

管护责任到户、检查验收到户、政策保障到户。在责任落实上，做到定领导、定面

积、定树种、定时间、定技术，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整地施工、统一供苗、统

一栽植、统一抚育管理。在造林质量上，推行“一培训、二引进、三改变、四推广”。

即年举办各类培训班2—3期，以加强栽培、管理、加工等技术的培训；注重引进

造林新技术和优良品种。四年先后引进包括芽苗嫁接、保水剂等造林新技术10余

项，引进核桃、刺槐、园林绿化苗木新品种30余个，与国家、省、市合作新项目4

个；改一季造林为春、秋、冬三季造林，改单一林种为多林种结构，改外地调苗为

自繁自育、就近育苗、就近调苗、就进供苗，全面推广生根粉、抗旱保水剂、地膜

覆盖、截干造林新技术。为建立造林质量管理新体系，县在转发国家《关于造林质

量暂行管理办法》的同时，出台了《关于乡镇退耕还林技术工作管理办法》，层层

建立领导和技术包联责任制，坚持跟踪检查，监督管理；在产权管理上，打破公私

界限，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把非公有制林业纳入新时期林业发展重点，在

各方面给以扶持，即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

使其在“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为鼓励退耕还林，荒山

造林，实行对承包者每造1公顷林，除无偿提供苗木外，奖励150元，作为当年造

林管护费用，另补助75元，用于第二年补植补造费用；对土层脊薄，造林难度大的

地块，采用容器育苗造林，其种苗、造林费用按每公顷750元标准直接兑付到户、到



承包人；在资源管护上，实行“谁毁林、谁恢复、谁开荒、谁治理”的原则，对乱

征占林地，毁林种黄姜、毁林烧炭等现象依法进行从重、从严查处。为实现生态环

境建设与产业建设协调发展，“十五”期间，将林特产业纳人全县五大支柱产业之

一，重点发展，结合退耕还林，采取以嫁接促进品种改良，以防病促基地安全，以

套种促基地升级的措施，促使基地建设效益。

经卓有成效的管理，从2000年到2005年底，全县林业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林木种苗实现了县有中心苗圃，乡有骨干苗圃，村有重点苗圃和定点调种，定单育

苗，定量供苗的新目标；实行以退耕还林为主的工程造林4．16万公顷(退耕还林

1．068万公顷)，年完成造林任务保持在1．04万公顷以上，封山育林1万公顷以上，

新建核桃、柿子、板栗、茶叶四大骨干品种为主的林特基地，共计0．8万余公顷，

其中，夹河、羊尾、涧池、观音等以柿子、柑桔为主的小水果基地，五顶、马安、

香口等以板栗为主的坚果基地，湖北口、关防、店子、槐树等以核桃为主的干果基

地，河夹、安家、三官等以茶叶、杜仲为主的经济林基地，已初具规模，实现林特

总收人8000万元以上，林业经济总收入占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由1999年的

4．5％上升到5％，林业总产值比1999年的3357万元增长1603万元，增长47．8％；

替代能源建设已全面实施推广，全县实现农网改造18个乡镇，304个村；兴建液化

汽站3个；建沼气池8000口，年可节约薪材8000立方米，加上推广节柴灶，一年

可节约薪炭材26040立方米，相当于1342．3公顷的森林得到有效保护；城、乡集镇

绿化的全面启动，使原来的河道沙化、土地黄化、墓地白化现象明显改观，乡、镇

政府、机关单位绿化率达60％以上，县城机关、厂矿、居民庭院呈现出春有花、夏

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新景观；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6．3％，比1999年统计增长

10个百分点，城区人平绿化用地达到3．7平方米，水土流失率由1999年的69．8％

下降到59．13％。

五十余年的不懈追求和艰苦拼搏，郧西的山在变绿，水在变清，环境在变美，

同时郧西人发展林业的信心更足，决心更大了。在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

《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郧西县委、县政府正带领全县51万人民，向着“把

郧西建设成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的跨越式林业发展目标阔步奋进。

青山满目正升腾着绿的希望，碧水湾湾正涌动着新的春潮。我们深信：在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郧西林业一定会插上腾飞的翅膀，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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