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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兴林，惠及子孙;盛世修志，传承历史。《登封林业卷》作为《郑州市林业志》一

项单独编写成册的林业专志，它是在《登封市林业志》编印成书的基础上，按照《郑州市

林业志》编写要求，去粗存精，详今略古，客观真实地记载登封林业发生、发展的历程，

是一部兼具资料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林业百科全书，是登封林业发展历史长河中一

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工程。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肩负着

建设和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温地生态系统、治理和改善荒漠生态系统以及

维护生物多样性、弘扬生态文明的重要职责。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加快林业发展、改善生态状况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林业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林业不仅要满足社会对林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更

要满足改善生态状况、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

登封林业的发展经历了林茂草丰、森林消退到全民参与植树造林的历史进程，野

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古树名木遍布全市，城市环境明显改善，林业经济快速发展。登封

林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直，森林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风固沙、

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养护物种、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吸碳释氧、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登封林业卷》作为一部专业志书，以突出登封林业特色为主线，体现地方特色和

时代特征，真实反映登封林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尤其是对建国以来登封林业建设，秉

笔直书，尊重历史，既写林业成绩，也记失误教训，起到"存史资治、经世致用"的作用。

《登封林业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求实存真，以事系

人，对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进行分析、考证、筛选、整理，吸取众多资料之精华，汇

编成册。

"鉴古而知今"，登封林业要实现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需要学习、借鉴历史经

验，以史为鉴，科学发展。

由于编写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登封市林业局局长 宋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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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登封地处中原，历史悠久，地形复杂，河流纵横，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具备森林繁

衍和发展的优越条件 。

上古时期，登封是林茂草丰，林业兴盛之地 。 据登封县志记载"四千多年前夏禹时

期，伯益‘焚烧山林，畜禽逃匿'"。富阳书院现存的两棵原始柏，在公元前 110 年时就

"数人难围"。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 1426 年)周述游崇福宫有感"林深从者迷失道，

往返数次始达宫"，可见登封历史上森林十分茂密 。 但由于长期战争不断，放火烧山时

有发生，加上人口逐渐增多，毁林垦田现象日趋严重，登封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

破坏 。

自古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就有植树育林的优良传统，登封历史上的人工植树可追

朔到秦代。现在寺庙中保存下来的古树，汉、晋、唐、宋、元、明、清都有种植 。 近代在世

界各国造林、爱林思潮的影响下，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大力倡导"植树造林，改

造中华"。国民政府设立农林部，确定植树节，制订了一些林业法规，登封设有专门林

业机构，每年开展小型的造林和植树活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始了我国林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 建国

时，历史遗留给登封的是大面积的荒山秃岭，全县仅有残缺不全的天然林、次生林 7 万

多亩 。 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林业建设极为重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政领

导机关为发展林业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法令和措施，推动了登封林业的发展，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

建国以来，全市人工造林保存面积为 64.5255 万亩 。 林业用地面积 73. 1255 万亩，

其中有林地 49. 7888 万亩，疏林地 9880 亩，灌木林地 4.433 万亩，未成林造林地 9.

8452 万亩，其他 8.0705 万亩，覆盖率达到 27.3 % 。 其中生态公益林面积 49.327 万亩，

经济林 5. 0129 万亩，用材林 18.7756 万亩，四旁植树 1680 万株，活立木蓄积量达到

140 万立方米 。

20 世纪 50 年代，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 1949 年，登封县人民政府就组建林业机构，着手林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这时的育苗、造林以国营林场为主，同时林场和各乡、村合作造林，国家出种子、资金，

群众出劳力、造林管护，签订合同，按比例分成 。 在国营林区和唐庄、王村、白坪、大金

店山区开展较大规模的封山育林。 19 53 年，中共中央关于护林、造林的指示下达以后，

全县出现了→次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护林防火高潮 。 随着农村合作化的开展， 1953

年后，唐庄区塔水磨乡成立了第一个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1954 年大冶区佛桐乡申家沟



也成立了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群众的土地、山林、牲畜等作价入社。这种形式的生产

组织，对当时林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8 年大跃进，刮"五风"，大炼钢铁，在"大砍大栽"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实为大砍，

并无大栽，登封出现了极为严重的乱砍滥伐森林、树木的现象。白坪、徐庄、大冶、王

村、唐庄等山区的成片山林和全县的零星成材树几乎被砍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生

态损失，登封的森林资源大幅度减少。 1958 年 12 月，中央公布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

问题的决议》和林业 18 条后，森林破坏得到遏制，林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在林业要

实现"基地化、林场化、丰产化"的号召下，登封县出现了第一次社队办林场的高潮。同

时，创办登封林校和农林水综合学校，开始了林业正规教育。

1959-1961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直接影响了林业的发展。因生活所迫，人员下

放，林场解散，集体苗圃被毁坏。 1961 年，虽然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

林和发展林业的政策规定>>，但是山区毁林开荒的现象还非常普遍， 1962 年时，社队林

场所剩无几。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 1963 年，国务院颁布了《森林保护条例 >>0 1964 年，河南省

制订《社队造林补助费使用办法暂行条例>>01965 年，县委发文指示各公社配林业助理

员，各大队配专职林业大队长 o 自此，从 1964 年到 1966 年，登封县林业建设又进人了

一个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成立了县办苗圃、林业中学，恢复社队办林

场，林业生产从育苗人手，认真贯彻执行"自采种、自育苗、自造林"的三自方针和育苗

"舍得好地，舍得技资，舍得劳力，舍得肥料"的四舍得精神，全县三年内育苗累计 5000

多亩，生产各种苗木 2000 多万株，为造林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在林种结构上提出

了用材林七挂帅(桐、杨、椿、揪、柳、榆、楝) ，经济林五当先(核桃、柿、紫穗、槐、祀柳)一

普遍(花椒)。县政府在农业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七二六)指标，即亩产粮食 500

斤，亩产皮棉 70 斤，人平植树 200 棵，人均分配现金 60 元。这些重大的政策和措施，使

登封林业建设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这个时期，主要以县队合作，营造速生用

材林为主，绿化了顿河滩地 4.5 万亩，荒山造林 5 万余亩，建果园 50 多个，竹、苇、桑、条

也有较大发展。但从 1967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林业生产进入了停滞状态。

20 世纪 70 年代，是登封经济林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登封成立了林科所、林业

派出所，被规划为河南省木本粮油基地县之一。建立了 5000 余亩、十几万株的裴家岭

园艺场，城关任村 800 余亩的苹果园，还有书堂沟、李岗、飞机场、韩村、中岳庙、苇园

沟、玉台、西刘碑、南店等以苹果为主的果园 2 万余亩， 60 多万株。 1972 年，我县规划

木本粮油基地 6 处，拟发展核桃 3.8 万余亩， 160 多万株。在发展经济林的同时，还完

成了唐庄河、少林河、黄楼河的绿化，西送表、郑庄、周庄、 J'I 口、青石沟、陈楼等山地进

行水平阶整地造林，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 1976 年，登封县学大寨，改河造田，使

4 万余亩河道林遭到严重破坏，仅马寺庄、黄楼、新店等几处保留下来。

登封多年来林业面临的问题是森林太少，造林保存率不高，而破坏森林的现象又

不断发生，造成自然生态不平衡的状况更加突出。水旱风雹自然灾害不断发生，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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