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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林业志》值得一缕。因为从这些客观存在的翔实史

料中我们可以悟出t林粮关系、林农关系、林水关系、林业与人民

生存环境以至与国运昌隆的关系⋯⋯o特剔是作为我们当政者、管

林者，更可以从中看出l政策与林业的关系， “班子胗与林业的

关系，科技与林业的关系，工作方针与林业的关系。

华容是一个林业用地紧缺的县。60多万人口仅有30来万亩宜

椿地。长期来，由于人们对山地资源的珍惜不够，对林业的重要

性认识不深，造而欠力，管而不善，以致全县林薄山穷。1988

年，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口两年消灭荒山，三年改遣残椿，四年绿

化华容秒的决定之后，得到广大农民群众、乡村干部的热烈响应，

山丘乡村提出了靠把山当田种，把树作幕栽"、“兴林致富"的

行动要求。连续几个冬春，大兴人工营林工程，成效卓著。活立

木蓄积量、水果产量居全市第二，仅次于拥有400余万亩山的平

江县。伐木容易树木难，树木容易树人难，树人容易树理难。我

们为林业修志记事，不单是为林亚功臣们彰功，而重要的是要让

人们吸取“营林十年，毁于一旦芦，“山穷水尽，林艘农衰黟的

沉痛教训。看来《林业志》给后人留下的这笔精神财富，可能要

胜过华容人已经营造出的这几十万亩林果l
。

感葫}为本志付出心血的编修者，编审者们，寄希望于自觉爱

林兴林的后来人l

’

温梅魁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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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一，本志记述时限，上溯尽可能至所栽事物之端，下迄1989

年，有的内容则根据需要与可能下延至1990年。

’；，本志根据“详今略古々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华容林业建设和森林利用概貌，明清、民国时期的择要

记述，努力做到政治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并力求体现地

方特色。’

三，本志首立概述、大事记，以统领全志；以下按事以类聚的

原则立章设目，共分6章19节，章下有目，目下有子目，逐层统

属。最后缀以附录，结束全志。

四、本志历史纪年、机构组织名称、地名、领导职务采用当时

称谓，历史地名加注今名。林业专用名词，采用规范化用语。

五，本志为使专志详尽完整，突破了行业分工和专业术语的

局限，将水果、茶叶、蚕桑纳入本志，并按境内习惯将竹林列入甩

材林，把各林种树木统称椿木。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华容县档案馆，县林业工作站和有

关单位保存的林业档案和资料，部分来源于口碑资料。引用资

料，都经核对、考证，限于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只
记公元纪年。

’

八，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七个单位

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

行。 ，‘

}『I工卜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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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容地处湘北，跨东经112。18 713"～113。01 732”，北纬

29。10 718¨～29。t8 727¨，总面积241．89万亩，其中林业用地

31．56万亩(山地20．31万亩)，占13％。 ．

全县6I％的面积系冲积平原，县境东北部和中南部突起，

构成低山，丘陵，岗地、平原4种地貌类型。林业土壤有红壤，

潮土2个士类，3个亚类，6个土属，19个土种，土地肥沃，土
， 层深厚，适种性广。 ，。 一

’

华容县属大陆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16．6。C，无霜期261天，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C的活动积温5272．80C，年降水量1202．2毫米。受海拔和气

侯的影响，形成两个气侯小区，有利多种树木生长。
． 温暖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丰富的林业资源。据

1987年森林资源调查，全县有林地面积29．08万亩，其中用材林

14．75万亩(包括未成林造林地1．37万亩)，经济林43021亩，防

护林10．03万亩，疏林地面积2633亩’活立木总蓄积量72．58万立

方米，楠竹蓄积量370．3万根，森林覆盖率12．7％。野生植物和

已经驯化用于林业生产的栽培植物共有904种(包括变种)，其

中木本植物588种，隶属于271属，87科。森林群落内繁衍生息着

多种野生动物，被列为国家保护的珍稀鸟兽即有40余种，还有不

少捕食害虫的益鸟。．+ 。 j、 +。。
．

一。境内植树造林历史悠久。明万历《华容县志》记载。“唐吕

岩尝栖墨山奉真观，与邓真人游宝慈，植柏”。又载。。。自黄湖

距台而东为驿道”⋯⋯延亘百余里，峰峦秀特，古松夹道(宋岳

飞所植)矽，成为华客十景之一的“驿路松风糟。该志还载，兵



积的80％。林种树种结构有所改善t全县用材林，经济林，防护

林面积比椤|l为48：1,5 i 37，用材林中杉、棕等优良材树种增加，

经济林中茶，桑、果等高价值树种增加，防护林也选用水杉：欧

美杨等用材、防护两用树种。护林队伍从无到有，1989年有专职

护林员1412名，兼职护林员2100多名，平均每2公里林带，120亩

有林地有1名护林员。森林火灾、病虫灾害得到有效控制。采伐

上实行县，乡、村三级审批制，控制木材采伐量，合理利用森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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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194。9,'～1989年，全县累计生产木材7．89万立方米，县内木

材市场上自产材数量逐渐增多。活立木蓄积量1987年比1956年增

加22．6％，森林资源在休养生息中恢复发展。 ，

，，

：

、 近40年来华容的林业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苦的过程。

第一阶段(1950一．1955年)，县人民政府采取重点示范、奖励劳

模，鼓励合作造林等措施，组织造林育林，累计造林1．5万亩，

每年平均造林面积2457亩。但因缺乏科学指导，多为。一锄法"

整地，幼林培管松懈，造林成效较差。林木采伐控制不严，森林

火灾频繁，森林蓄积量呈下降趋势。 。～； 卜．、

．，第二阶段(1956--,一，1961年)，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只讲

入的能动作用，忽视自然规律，大搞“群众运动糟。累计造林面

积10．3万亩，每年平均造林17177亩。但整地粗放，苗木质劣，’

栽后又失于抚育管理，造林规模大，成效差。除国营林场保存千

来亩马尾松，上百亩杉木外，其他成林甚少。这一阶段森林采伐

又失控。围湖挽垸，修筑水库、桥梁，建学校j居民点和万头猪

场，±法炼钢铁，农民集体食堂烧柴等等，砍伐了大量竹木，森

林资源元气大伤。活立木蓄积量由1956年的59．22万立方米猛降

到10．30万立方米。 一∥． ⋯，
．

，‘

第三阶段(1962,．v1978年)，山林使用权比前较为落实，采取

县、社、队三级造管的办法，并以造样板林带动群众集体造林，推广

带状，全垦、撩壕整地，并加强幼林抚育。全县累计造林28万余亩，

每年平均造林16482亩。造林后，成立社队林场护林育林，林业建

．设成效较好。乱砍滥伐和山林火灾得到有效制止，平湖区农田防

护林网络基本建成，丘山区大力发展用材林、经济林，并建立杉

木基地和油桐基地，全县森林资源有所回升。到1975年，活立木蓄

积量增加到19．36万立方米，比1961年增长88％。但在林业生产

的决策，指挥上仍存在着长官意志，片面观点，往往计划与实际脱

节，种苗生产与造林脱节，造林与抚育脱节，营造与管理脱节，时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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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降低了造林效果。尤其在“文化大革

命"中， “一律化黟造杉木林和毁林造林，重复造林现象严重。

1966年冬，全县从垸区调200余劳动力上山，帮国营塔市，胜峰．o

林场造杉木林2万多亩，因忽视适地适树和幼林抚育，造林保存

率仅5％。
‘7

一．
· 一‘

．第四阶段(1979-'--1989年)，中共华容县委，县人民政府贯

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放宽林业政策，稳

定山林属权，划定农户自留山，确定以承包为基本内容的林业生

产责任制，开展全民植树，调动了广大群众经营山林的积极性。

造林讲求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并开始全面运用造林设计技术：

一个山头采用多种方式整地，选择几个树种造林，幼林期实行夏

秋两季抚育，造林成效为历史最好时期。这阶段累计造林面积16

万亩，每年平均造林14595亩。但在1980,--,1983年这段，林业责任

制未能及时建立，农田承包到户后，有些农民以树木荫田为由乱

砍“四旁彦林。“四旁簟林保存株数1982年较1975年减少45％。农

田防护林也遭到较大损失。1984年后，随着山林使用权的进一步

落实，加强了护林管理，严格砍伐审批手续，并实行限额采伐，

森林资源增长迅速。活立木蓄积量1987年较1975年增长2．7倍，

较1982年增长1．1倍。林业事业进入一个振兴发展的新阶段。

近40年华容林业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9走出了一

条基本成功的路子，探索到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t
、

一、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家经营。中共华容县委、县人

民政府一直把发展林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56年和1958年，
。

在国家支持下，先后建立两个国营林场，经营全县18％的山林面

积。1957年以后，集体林业采取造一片林，留二班人9办一个林

场的方式发展。到1978年止，全县共建立27个社办林场，387个

队办林场，共有专业劳动力3085人，经营全县46％的山林和90％

的防护林带。国营和集体林场成为境内林业生产的主要基地。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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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县委i县人民政府落实中央开放搞活的林业政策。

，集体林场得到进一步巩固，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空前高

983年以后，提倡和扶持建立承包经营山林的林业重点户、专

。t985年，全县共有林业重点户、专业户5'07户，连续两年林业

户节造林面积占全县荒山造林的l／3。同时广泛开展全民义

树运动，凡年龄11岁至60岁的男性公民和11岁至g|5岁的女性

均参加义务植树活动。1982,--,1989年全县共有320万人次参

务植树活动，累计营造成片林80000亩，路渠林带2500公里，

零星植树合计2789万株，为同期全县植树总数的1／2强。

二、发展速效林业。80年代初，林业发展的重点向平湖区转

并由单纯用材林向多林种发展，林业生产效益明显增加。平

防护林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速生丰产用材、防护两用林

从无到有，’1989年达1万余亩。平湖区立木蓄积量46．09’万立方

米，占全县立木蓄积量的63．5％。丘山区水果、蚕桑，茶叶等经济

林发展迅速。。1989年生产水果6613吨，蚕茧811吨，茶叶504吨，

比1978年分别增长69．1倍，2．6倍，。2．9倍。胜峰绿茶1978年起

连年被评为涝南优质茶。胜蜂毛尖1976年被评为湖南优质茶，

1977，1988年两度评为湖南十大名茶之一01988年11月，在全国首

届食品博览会上获铜牌奖。1989年全县林业产值17'53万元，占农

业总产值的2．7％，较1978年提高2．1 oA。林业璺现出一派全面发展

的兴旺景象。， 、’

。

‘

．．

三，改善生态环境。近20年来，坚持年年造林和封山育林，

森林面积不断扩大，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特别是护田林网的建立

与完善，林网护田增产的效益得到明显发挥。全县粮食产量50年

代到610年代一直在2、5万吨以下徘徊，1971年突破25万吨，1972年

突破30万吨，1979年突破39万吨，1982年突破lO万吨，12年上了

4个台阶。这与护田林网的建立，田间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分不开

的。丘山区开展封山育林，保护了原生植被，控制了水土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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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崇祯十二年(1 63 9)

，秋，境内遭蝗灾，蝗虫铺夫盖地，群飞时晌声如雷，所过之

处，秧苗和草木被食一空，甚至衣服也啮尽。 ’。，

7



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 778)

境内蝗蝻为灾。 ．

清宣宗道光二年(1 822)‘

四月九日，大风将境内观音寺(县城东北15公里)旁一株高

十余丈的古玉兰树连根拔起，山中许多古树被风吹折。

清文宗咸丰八年(1 858)

夏，境内蝗虫为灾，蝗群密集，遮天盖地。

清文宗咸丰九年(1 859)
^ ‘，

益阳，常德等地木商从资江、沅水上游运来杉木，在华容首

开木材市场。 1，

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至38年7月20日

， 民国元年(1 9l 2) ， √

冬，境内大冰冻达40多天，树木冻死无数。
：

民N1 5年(1 926)

11月上旬开始，境内连续冰冻40多天，3尺围大树压断，竹

林成片压倒，野兽入屋觅食。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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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 9Jr?-(1 930)

l～2月，境内奇寒，塘水结冰厚l尺7寸，洞庭湖水冰滚

可走牛车。桃花山雪深数尺，树多折断。冰冻20多天。

一民国24年(1 935) ’+

一：
～

一

春，县林务处处长吴让周从常德引进良种五爪桐，在林务处

所黄湖山试栽成功。

(

民国26年(I 937)

4月，华容县政府设林务专员一职负责全县林业。首任林务

专员赵忠汉。

民N27年(1 93 8)
t， 』

●

‘

●
L

‘

4月，湖南省第二行政专员公署训令规定。 “已造林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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