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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志·林业志》的编纂，历时九载，在全市林业部门及有关领导和同

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者的辛勤努力，精雕细刻，数易其稿，终于定稿，公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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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志·林业志》在继承旧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详

今略

����x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3

卜’桑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篇森林采伐利用
￡

●

森林采伐⋯⋯⋯⋯⋯⋯⋯⋯⋯⋯⋯⋯⋯⋯⋯⋯⋯⋯⋯⋯⋯⋯⋯⋯

森林采伐沿革⋯⋯⋯⋯⋯⋯⋯⋯⋯⋯o⋯⋯⋯⋯⋯⋯⋯⋯⋯⋯⋯

木材生产作业⋯⋯⋯⋯⋯⋯⋯⋯⋯⋯⋯⋯⋯⋯⋯⋯⋯⋯⋯⋯⋯⋯

木材生产的管理和劳动组织⋯⋯⋯⋯⋯⋯⋯⋯⋯⋯⋯⋯⋯⋯⋯⋯⋯

森林的主伐方式⋯⋯⋯⋯⋯⋯⋯⋯⋯⋯⋯⋯⋯⋯⋯⋯⋯⋯⋯⋯⋯

林产工业⋯⋯⋯⋯⋯⋯⋯⋯⋯⋯⋯⋯⋯⋯⋯⋯⋯⋯⋯⋯⋯⋯⋯⋯

制材业⋯⋯⋯⋯⋯⋯⋯⋯⋯⋯⋯⋯⋯⋯⋯⋯⋯⋯⋯⋯⋯⋯⋯⋯

造纸啦⋯⋯⋯⋯⋯⋯⋯⋯⋯⋯⋯⋯⋯⋯⋯⋯⋯⋯⋯⋯⋯⋯⋯⋯

火柴业⋯⋯⋯⋯⋯⋯⋯⋯⋯⋯⋯⋯⋯⋯⋯⋯⋯⋯⋯⋯⋯⋯⋯⋯

林产化工业⋯⋯⋯⋯⋯⋯⋯⋯⋯⋯⋯⋯⋯⋯⋯⋯⋯⋯⋯⋯⋯⋯⋯

人造板⋯⋯⋯⋯⋯⋯⋯⋯⋯⋯⋯⋯⋯⋯⋯⋯⋯⋯⋯⋯⋯⋯⋯⋯

家具⋯⋯⋯⋯⋯⋯⋯⋯⋯⋯⋯⋯⋯⋯⋯⋯⋯⋯⋯⋯⋯⋯⋯⋯

木炭业⋯⋯⋯⋯⋯⋯⋯⋯⋯⋯⋯⋯⋯⋯⋯⋯⋯⋯⋯⋯⋯⋯⋯⋯

木材综合利用⋯⋯⋯⋯⋯⋯⋯⋯⋯⋯“⋯⋯⋯⋯⋯⋯⋯⋯⋯⋯⋯·

第五篇多种经营

综述⋯⋯⋯⋯⋯⋯⋯⋯“⋯⋯⋯⋯⋯⋯⋯⋯⋯⋯⋯⋯⋯⋯⋯⋯·

生产经营状况⋯⋯⋯⋯⋯⋯⋯⋯⋯⋯⋯⋯⋯⋯⋯⋯⋯⋯⋯⋯⋯⋯

自给性副业生产⋯⋯⋯⋯⋯⋯⋯⋯⋯⋯⋯⋯⋯⋯⋯⋯⋯⋯⋯⋯⋯

多种经营产业的创建与发展⋯⋯⋯⋯⋯⋯⋯⋯⋯⋯⋯⋯⋯⋯⋯⋯“·

第六篇林业管理
●

管理机构⋯⋯⋯⋯⋯⋯⋯⋯⋯⋯⋯⋯⋯⋯⋯⋯⋯⋯⋯⋯⋯⋯⋯⋯

林业管理简况⋯⋯⋯⋯⋯⋯⋯⋯⋯⋯⋯⋯⋯⋯⋯⋯⋯⋯⋯⋯⋯⋯

机构沿革⋯⋯⋯⋯⋯⋯⋯”⋯⋯⋯⋯⋯⋯⋯⋯⋯⋯⋯⋯⋯⋯⋯⋯·

林务管理⋯⋯⋯⋯⋯⋯⋯“⋯⋯⋯⋯⋯⋯⋯⋯⋯⋯⋯⋯⋯⋯⋯⋯·

林政管理⋯⋯⋯⋯⋯⋯⋯⋯⋯⋯⋯⋯⋯⋯⋯⋯⋯⋯⋯⋯⋯⋯⋯⋯

森林采伐审批⋯⋯⋯⋯⋯⋯⋯⋯“⋯⋯⋯⋯⋯⋯⋯⋯⋯⋯⋯⋯⋯·

计划财务管理⋯⋯⋯⋯⋯⋯：⋯⋯⋯⋯⋯⋯⋯⋯⋯⋯⋯⋯⋯⋯⋯”

{十划⋯⋯⋯⋯⋯⋯⋯⋯⋯⋯⋯⋯⋯⋯⋯⋯⋯⋯⋯⋯⋯⋯⋯⋯

财务⋯⋯⋯⋯⋯⋯⋯⋯⋯⋯⋯⋯⋯⋯⋯⋯⋯⋯⋯⋯⋯⋯⋯⋯

育林费征收⋯⋯⋯⋯⋯⋯⋯⋯⋯⋯⋯⋯⋯⋯⋯⋯⋯⋯⋯⋯⋯⋯⋯

(175)

(175)

(183)

(194)

(197)

(199)

(199)

(205)

(210)

(211)

(212)

(212)

(213)

(214)

(215)

(216)

(216)

(218)

(224)

(224)

(225)

(230)

(230)

(239)

(241)

(241)

(244)

(250)

。㈠



4 目 录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林业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责任制⋯⋯⋯⋯⋯⋯⋯⋯⋯⋯⋯⋯⋯⋯⋯⋯⋯⋯⋯⋯⋯⋯⋯

林业改革的政策措施⋯⋯⋯⋯⋯⋯⋯⋯⋯⋯⋯⋯⋯⋯⋯⋯⋯⋯⋯

第七篇林业科技教育

林业科技⋯⋯⋯⋯⋯⋯⋯⋯⋯⋯⋯⋯⋯⋯⋯⋯⋯⋯⋯⋯⋯⋯⋯⋯

科技发展历程⋯⋯⋯⋯⋯⋯⋯⋯⋯⋯⋯⋯⋯⋯⋯⋯⋯⋯⋯⋯⋯⋯

生产技术发展状况⋯⋯⋯⋯⋯⋯⋯⋯⋯⋯⋯⋯⋯⋯⋯⋯⋯⋯⋯⋯

林业科研机构⋯⋯⋯⋯⋯⋯⋯⋯⋯⋯⋯⋯⋯⋯⋯⋯⋯⋯⋯⋯⋯⋯

主要科技成果和科技刊物 ⋯⋯⋯⋯⋯⋯⋯⋯⋯⋯⋯⋯⋯⋯⋯⋯⋯

科技队伍⋯⋯⋯⋯⋯⋯⋯⋯⋯⋯⋯⋯⋯⋯⋯⋯⋯⋯⋯⋯⋯⋯⋯⋯

林业教育⋯⋯⋯⋯⋯⋯⋯⋯⋯⋯⋯⋯⋯⋯⋯⋯⋯⋯⋯⋯⋯⋯⋯⋯

林业正规教育．⋯⋯⋯⋯⋯⋯⋯⋯⋯⋯⋯⋯⋯⋯⋯⋯⋯⋯⋯⋯⋯⋯

职工教育⋯⋯⋯⋯⋯⋯⋯⋯⋯⋯⋯⋯⋯⋯⋯⋯⋯⋯⋯⋯⋯⋯⋯⋯

林学会⋯⋯⋯⋯⋯⋯⋯⋯⋯⋯⋯⋯⋯”⋯⋯⋯⋯⋯⋯⋯⋯⋯⋯⋯·

学会发展概况⋯⋯⋯⋯”’⋯⋯⋯⋯⋯⋯⋯⋯⋯⋯⋯⋯⋯⋯⋯⋯一”

林学会的主要活动⋯⋯⋯⋯⋯⋯⋯⋯⋯⋯⋯⋯⋯⋯⋯⋯⋯⋯⋯⋯

第八篇职工队伍

综述·．--⋯⋯⋯⋯⋯”··⋯⋯⋯“⋯⋯⋯⋯⋯⋯·“⋯⋯⋯”⋯·”··”

职工队伍构成⋯⋯⋯⋯⋯⋯⋯⋯⋯⋯⋯⋯⋯⋯⋯⋯⋯⋯⋯⋯⋯⋯

岗位构成⋯⋯⋯⋯⋯⋯⋯⋯⋯⋯⋯⋯⋯⋯⋯⋯⋯⋯⋯⋯⋯⋯⋯⋯

年龄构成⋯⋯⋯⋯⋯⋯⋯⋯⋯⋯⋯⋯⋯⋯⋯⋯⋯⋯⋯⋯⋯⋯⋯⋯

性别构成⋯⋯⋯⋯⋯⋯⋯⋯⋯⋯⋯⋯⋯⋯⋯⋯⋯⋯⋯⋯⋯⋯⋯⋯

职工队伍素质⋯⋯⋯⋯⋯⋯⋯⋯⋯⋯⋯⋯⋯⋯⋯⋯⋯⋯⋯⋯⋯⋯

政治素质⋯⋯⋯⋯⋯⋯⋯⋯⋯⋯⋯⋯⋯⋯⋯⋯⋯⋯⋯⋯⋯⋯⋯”‘

文化素质⋯⋯⋯⋯⋯⋯⋯⋯⋯⋯⋯⋯⋯⋯⋯⋯⋯⋯⋯⋯⋯⋯⋯⋯

技术素质⋯⋯⋯⋯⋯⋯⋯⋯⋯⋯⋯⋯⋯⋯⋯⋯”“⋯⋯”⋯⋯⋯⋯

领导干部队伍⋯⋯⋯⋯⋯⋯⋯⋯⋯⋯⋯⋯⋯⋯⋯⋯：⋯⋯⋯⋯⋯”

工资福利⋯⋯⋯⋯⋯⋯⋯⋯⋯⋯⋯⋯⋯⋯⋯⋯⋯⋯⋯“⋯⋯⋯⋯·

工资⋯⋯⋯“．．”“一⋯⋯⋯⋯⋯⋯”⋯⋯⋯⋯⋯⋯⋯⋯”⋯“”

福利⋯⋯””⋯⋯”“⋯⋯⋯⋯⋯⋯”⋯⋯⋯⋯⋯⋯⋯⋯”⋯⋯

(253)
一

(253)

(256) 。j

(264)

(264)

(266)

(276)

(277)
静

(281)

(283)

(283)

(285)

(288)

(288)

(289)

(291)

(293)

(293)

(302)

(303)

(303)

(303)

(304)

(304)．

(304)

(305)

(305)

(310)



目 录

第九篇驻吉森林经营单位简介

一、吉林省白石山林业局⋯⋯⋯⋯⋯⋯⋯⋯⋯⋯⋯⋯⋯⋯⋯⋯⋯⋯⋯⋯(315)

二、吉林省红石林业局⋯⋯⋯⋯⋯⋯⋯⋯⋯⋯⋯⋯⋯⋯⋯⋯⋯⋯⋯⋯⋯(317)

三、吉林省上营森林经营局⋯⋯⋯⋯⋯⋯⋯⋯⋯⋯⋯⋯⋯⋯⋯⋯⋯⋯⋯(320)

四、吉林铁路分局小姑家林场⋯⋯⋯⋯⋯⋯⋯⋯⋯⋯⋯⋯⋯⋯⋯⋯⋯⋯(323)

五、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左家林场⋯⋯⋯⋯⋯⋯⋯⋯⋯⋯⋯⋯⋯⋯⋯(326)

六、吉林林学院实验林场⋯⋯⋯⋯⋯⋯⋯⋯⋯⋯⋯⋯⋯⋯⋯⋯⋯⋯⋯⋯(328)

七、蛟河煤矿林场⋯⋯⋯⋯⋯⋯⋯⋯⋯⋯⋯⋯⋯⋯⋯⋯：⋯⋯⋯⋯⋯⋯-·(330)

八、舒兰煤矿林场⋯⋯⋯⋯⋯⋯⋯⋯⋯⋯⋯⋯⋯⋯⋯⋯⋯⋯⋯⋯⋯⋯⋯(330)

第十篇附录
’

一、主要森林植物名录⋯⋯⋯⋯⋯⋯⋯⋯⋯⋯⋯⋯⋯⋯⋯⋯⋯⋯⋯⋯⋯(332)

二、主要野生经济动物名录⋯⋯⋯⋯⋯⋯⋯⋯⋯⋯⋯⋯⋯⋯⋯⋯⋯⋯⋯(348)

三、吉林市鸟类名录⋯⋯⋯⋯⋯⋯⋯⋯⋯⋯⋯⋯⋯⋯⋯⋯⋯⋯⋯⋯⋯⋯(349)

四、吉林市食虫益鸟名录⋯⋯⋯⋯⋯⋯⋯⋯⋯⋯⋯⋯⋯⋯⋯⋯⋯⋯⋯⋯(361)

五、吉林市森林害虫名录⋯⋯⋯⋯⋯⋯⋯⋯⋯⋯⋯⋯⋯⋯⋯⋯⋯⋯⋯⋯(364)

六、吉林市森林病害名录⋯⋯⋯⋯⋯⋯⋯⋯⋯⋯⋯⋯⋯⋯⋯⋯⋯⋯⋯⋯(378)

七、吉林市天敌昆虫名录⋯⋯⋯⋯⋯⋯⋯⋯⋯⋯⋯⋯：⋯⋯⋯⋯⋯⋯⋯”(392)

八、吉林市森林害鼠名录⋯⋯⋯⋯⋯⋯⋯⋯⋯⋯⋯⋯⋯⋯⋯⋯⋯⋯⋯⋯(394)

修志始末⋯⋯⋯⋯⋯⋯⋯⋯⋯⋯⋯⋯⋯⋯⋯⋯．．．⋯⋯⋯⋯⋯⋯⋯⋯⋯⋯(395)



概 述

自古以来，吉林市就是森林茂密的地方。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森林是人类

的摇篮，森林养育了人类，人类走出了森林，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早在先秦

时期，古代的肃慎族及其后裔，就在松花江流域活动，依靠大森林的恩赐，维系

生存。据永吉乌拉街乡杨屯南遗址出土植物化石C。．测定，在二三千年前，。早期居

民就已经开始采伐森林，从事采捕渔猎活动。直到明清时期，这里一直是以采捕

经济为主。满族入关前，大多居住在山林环境中，他们紧紧依赖山地、森林所提

供的各种自然资源和特产，不断地发展了民族的经济实力。满族的兴起和发展，和

森林、山地所奉献出来的丰富自然资源是休戚相关的，广袤苍郁的莽莽林海，是

维系吉林市风调雨顺的生态屏障，是山区人民生活的源泉，是国计民生的重要支

柱。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对吉林的森林资源进行了无情的掠夺。从晚清到民

国时期，沙俄、日本侵华势力先后大举侵入吉林林业领域。由于晚清及民国政府

收取伐木捐税，开放林区，致使大批中外木商涌入林区滥伐，大好原始森林遭到

严重破坏。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把森林作为经济掠夺的重要对象，指令伪满政

府将森林所有权、采伐权全部收归“国有”，以便强化统治。伪满的基层林业机构

有森林事务所、林务署、营林署，县为林政科。木材生产完全由日本关东军控制，

关东军特务部对林业的基本方针：一是自给自足；二是保护森林；三是撤消林场、

建立林业制度。这个方针是为其“大陆政策"和吞并东北、征服中国服务的。日本

侵略者出于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虽然制定了一些林业发展“计划"、“纲要"、

“治水造林实施要领”等，但这一切都是为其“国防第一主义"，侵华战争服务的。

据统计，伪满14年间，日本在我国东北共掠夺优良木材1亿立方米，破坏森林600

万公顷，珍贵的森林宝藏、浩瀚林海遭受掠夺性洗劫。完好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

摧残。

建国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揭开了吉林市林业历史的新篇章，在

大力医治积年沉疴的同时，林业在百废俱兴中不断前进。虽然也历经了曲折和坎

坷，但其发展速度、规模、深度是空前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吉林市林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林业生产建

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

——森林资源不断扩大，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建国初期，面对大片荒山和满

jrl

；>





礓
泣

概 述

均年防治面积达到2万公顷，其中生物防治占44％，化学防治占49％，物理防治

占2％，营林和人工措施防治占5％。全市已建立森林病虫鼠害测报站(点)52个，

有专兼职测报员96个，初步形成了市、县、乡(场)三级测报网。林木种苗和木

材检疫工作是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现已建立森林病虫检疫机构8处，专兼职检

疫员177人。各级主管部门还制订了全市森林病虫防治和检疫一整套防治措施和

办法，有效地控制了森林病虫鼠害的蔓延，保护了森林资源。
。

——加强森林培育，大力开展森林抚育、改造。从1948年3月吉林市解放到

1949年，除了进行森林保护和封山育林外，主要是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森林采伐，

支援前线。吉林市和各县人民政府积极组织城市人力和林区群众，大力进行森林

采伐，生产木材。1949年，全市生产木材94 056立方米，生产锯材21 588立方米，

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这一时期，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实行有组织、有

计划地生产，基本上改变了日伪时期破坏森林资源的掠夺式采伐，开始注意节约

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全市各级政府和林

业主管部门遵循《东北国有林暂行伐木条例》及采伐作业规程，积极地贯彻了

。合理采伐，合理造材、合理利用一的方针，有效地组织了采伐作业。三年经济恢

复时期，仅蚊河分局、舒兰林务所、桦甸林务所、双河镇林务所等木材产量就达

524 153立方米。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林业建设步伐加快，由原来地方分散经营

转为由国家统一经营，地方林业逐渐走上抚育、改造道路，进入60年代以后，全

市森林经营由单一封育时期转入森林间伐、改造、封育、利用相结合的综合培育

阶段。从1963～1980年，抚育间伐和低产林改造面积为248 121公顷，生产木材

共4 550 822立方米；从1981～1987年，抚育间伐、低产林改造面积为149 383公

顷，生产木材4 324 350立方米。40年来，在国有林抚育间伐和低产林改造中，本

着。全面规划，因林制宜，抚育为主，抚育、改造、利用相结合一的原则，调整

了林分组成，改善森林质量和林分卫生状况．增强和发挥了森林的多种效能，并

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木材，支援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积极发展了林产工业和多种经营。1948年3月，吉林市解放后，吉林市

军政当局迅即组织恢复了吉林制材厂的生产，1949年生产锯材21 588立方米，保

证了军用急需。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全市共生产锯材277 894

立方米，其中吉林制材厂214 705立方米，蚊河制材厂63 189立方米。全市林产

工业以制材工业为基础，经过近30年的努力，渡过徘徊和曲折，进入80年代，方

初步形成以制材产业为骨干，以木材综合利用为先锋产业的林产工业体系。到

1987年，全市锯材生产能力已逾150 000立方米。以家具、单板为龙头的木材综

合利用产业发展较快。无论是生产设备规模、工艺技术水平或产品种类、质量，均

居全省地方林业之前列。1987年，全市地方林产工业总产值达到2 568．5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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