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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采用公元纪年，大事记的上限从1978年开始，下限至2008年12月31

日。

二、本志书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史料均按原文照录。

三、纵横关系，力求纵不断限，横不缺项。先分类后分期，按章节结构排列并附有

表格，文字力求通俗流畅。

四、行文中除引用古籍用繁体字外，统一用简化汉字。

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组织，均按当时称谓采用第三人称。

六、本志书记述的范围，为中牟县林业的历史和现状，据有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

专业特色。

七、本志书采用的长度单位除史料外均按公制；面积单位按公顷、亩、平方米；重量

单位尊重历史记载。



序

百年时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转瞬之间。但近百年在中牟这方土地上所

发生的变化，却是千年来不曾有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九年来，在黄淮平原

有名的飞沙不毛之地——中牟县，林业建设沧桑巨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中牟的林业建设事业更加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由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迅速

转变，为甩掉中牟县贫穷落后的帽子做出了贡献。

《郑州林业志·中牟县卷》是中牟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林业专志，它真实记载了近一

个世纪内中牟林业资源、生产、经济、林业科技、林政管理等方面的演变和发展。生活

在这片黄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享受着林业的恩惠，但有多少人了解我县林

业发展的轨迹呢?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朴素无华的文笔，为您打开这扇绿色之窗，

生动再现中牟近百年来治沙造林的创业史，展示中牟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建设绿

色家园的风采。

本书编辑人员都是从事林业工作的同志，对中牟的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特殊的感

情，林业人编林业志，字里行间洒满执笔人的心血和汗水，使人倍感亲切。古往今来，

盛世修志，功在当代，造福千秋。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编写一部好的地方

志，不仅可以保存历史资料，提供历史经验，为当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

设服务，而且还能启迪后代，惠及子孙。我相信这本书的问世，一定会在全县城乡引起

强烈的共鸣，激发中牟人爱绿、爱林、爱家乡的热情，为建设生态中牟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我坚信，只要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再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呈现在我们面前

的一定会是一个碧水蓝天、鸟语花香、环境优美的新中牟。

中牟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姚保林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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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牟县位于河南省北中部，北濒九曲黄河，西依商都郑州、东邻宋都开封，南距新

郑国际机场25千米，地处北纬34。26’一34。5 7、东经113。46’一114。09 7之间，南北长55

千米，东西宽35千米，总面积1396．98平方千米，辖13镇4乡，426个行政村。境内

陇海铁路、连(云港)霍(尔果斯)高速公路、220国道、郑开大道、航海东路、102省道横

贯东西，省道223线、万三路、京珠高速纵穿南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

中牟地处黄河下游冲积扇南翼之首，地貌属冲积平原。地势为西南高、东部低，南

北高、中间低的槽状地形。历史上的中牟，因黄河多次泛滥改道，加上风力作用，岗洼

相间，地貌多样，成为黄淮平原上有名的飞沙不毛之地。

中牟县属中纬度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全年平均气温14．20℃，气候

温和，雨热同期，有利于多种植物生长。中牟土壤分为潮土、风沙土和褐土三大土类，

十一个土属。土壤理化性质中性偏碱，肥力偏低，有机质含量0．77％。县境内除黄河

和贾鲁河为过境河流外，其余均为季节性河流，地下水资源丰富。中牟县属暖温带落

叶阔叶林植被带。乔木树种主要有：杨树、刺槐、泡桐、柳等；经济林树种主要有：枣、苹

果、梨、桃等；草类主要有：蒿草、狗尾草、猪毛草等。

悠久、灿烂的历史为中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先辈们就

在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华夏民族自古就有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中牟姚家乡岗

王庙现存的唐朝裴度庙鸟柏，见证中牟人工植树已有上千年历史。

中牟位于中原腹地，黄河之滨，这里曾是历史上著名的的古战场，周朝的萑苻泽奴

隶起义，东汉的“官渡之战”都在这里发生。抗日战争时期，连年战火，加之国民党从花

园口扒开黄河，淹没中牟县大片土地，致使林木惨遭破坏。1949年前，中牟境内满目

沙荒，全县沙地107．8万亩，仅有残次林4．5万亩。

1950年，中牟县开始发展林业，当年，在黄河故道贾鲁河两岸流动沙区植树造林8

万亩，建起闻名全国的大型豫东防护林带。20世纪50年代初，中牟县委在县南重沙

区十里头、念罗、罗宋等村，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开展了群众性的封沙育草、固沙造林运

动。1955年国家林业部长罗玉川带领国际友人前来中牟县视察固沙造林，分肯定中

牟固沙造林的方法。1957年，治沙造林模范马金祥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劳模表彰大会，

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到1958年6月，全县共营造

群营防护林11．67万亩，昔日的沙岗群变成了绿洲。《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发表长

篇通讯报道，中央电影制片厂在国营林场及县南念罗村一带摄制纪录片《豫东防护

林》．介绍推广中牟县封沙育草，固沙造林经验，中牟成为全国治沙造林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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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共产风一、“浮夸风”波及林业战线，毁林造成中牟全县风沙灾害加剧。

1961年，党中央对林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举国掀起植树造林

高潮，带动了我县采种育苗业的发展，中牟大量种苗支援全国各地，大关杨种条曾经闻

名全国，全县造林保存面积达25万亩，林业生产建设步人黄金时代。“文革”十年，中

牟林业再遭厄运，贾鲁河豫东2万余亩防护林带被毁，中牟县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点名

批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为林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

决策，调动了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中牟县出现了许多育苗重点户、专业户，采种、育

苗普遍自给有余，苗木质量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逐渐增加，充足的良种壮苗保证了

造林质量，中牟县林业步人稳定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以栽植沙兰杨、泡桐等

优良速生树种为主，植树造林、农田林网得到很大发展。1985年韩寺乡全面实现了农

桐间作化，全县农桐间作面积15万亩，防风固沙林面积34万亩，枣树面积发展到6．4

万亩。1988年全县林业用地面积36．9万亩，有林地面积31．5万亩，森林覆盖率23．

1％，农田林网60万亩，农林间作21万亩，全县基本实现了沙荒披绿装，面貌变新颜。

中牟县被国家林业部命名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荣誉称号。

1990年以后，市场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林粮争地矛盾尖锐，乱砍滥伐，乱占林地

的现象屡禁不止，中牟林业再次蒙受严重损失。1994年，全县有林地面积比1988年

减少了11万亩，农田林网减少59．4万亩，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宜林沙荒

增加了2．3万亩。平原绿化出现严重滑坡，导致部分地区生态功能锐减，扬沙、浮尘天

气再现，中牟县被国家林业部门确定为全国防治荒漠化重点县。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中牟县委、县政府在科学、细致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

牟县1993--2000年治沙规划》、《中牟县平原绿化规划》，以“统一规划，分工负责，因地

制宜，综合治理，突出重点，讲求实效”为方针。1997年，县委、县政府成立了防沙治沙

工程指挥部，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确立治沙造林，完善农田林网，搞好平原绿化为重点，

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多种模式防沙治沙。政府还采取延长风沙化土地承包

期、拍卖沙荒和沟河路渠、资金扶持等措施，在全县逐步形成了五个绿化类型区。西南

沙丘区以发展优质红枣为主，东南硬岗沙区发展小杂果，中部高效农区发展保护地栽

培、名优经济林，东部平沙区发展速生丰产林为，西北湿润区加强生态保护，发展观赏

旅游和产业园区。

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中，中牟县实行全民义务植树规范化管理，推行义务植树登

记卡制度，对各单位植树情况填卡造册、集中管理，跟踪监督，落实义务植树任务，确保

造林质量。倡导机关、团体、学校及工青妇组织等植纪念树、造纪念林活动。如植“生

日树”、“长寿树一、“同心树”等，营造“奥运林”、“共青林一、。三八林一、。红领巾林”等

活动。

“十五”期间，中牟县相继启动了平原绿化、防沙治沙、退耕还林、通道绿化、小杂果

基地等大型骨干林业生态工程。自2002年以来，全县共完成退耕还林5．6万亩，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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