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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惠州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东江中下

游。境内山脉、丘陵，平原、湖川纵横交错。东江、西枝江

贸穿开I区，境内公路网四通八达，广汕公路、广梅汕铁路横

贯而过，惠州机场和惠州港紧邻i{，区。复杂的地形和便利的

交通条件，均有利于发展旅游林业和商品林业。
‘

。《惠州市林业志》以详今略古‘的指导思想，运用新的观

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详尽地总结近代以来特另Ⅱ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林业建设的丝验。它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通畅流

利的文字、1认真的态度和鲜明的观点真实地记述了惠州林业

曲折发展的事实。志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时代特

点与地方特色，可为今后林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

据。同时对于激励今人，启发后代也具重要意义。

回顾过去，我们欢欣鼓舞；展望未来，我们豪情倍增。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新的

形势下，用好用活党中央，国务院给我们惠州市更加开放的

政策，打破传统林业的旧模式，开创现代林业的新局面，+使

我区林业跃上一个新台阶。我坚信，经过全体市区人民的共

同努力，建设一个富裕、文明，花园式的现代化城区的目标

一定能实现!
“

中共惠州市委常委林升平
中共惠城区委书记

1993．8．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庠 一
，J 一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新形

势下，《惠州市林业志》出版问世了。可喜可贺! 鼻

惠州是“半城山色半城湖，，的平原区，为粤东著名重

镇，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惠城区前身是惠州市，成立于撤地设
”

市的1988年。建国前，林业生产处于“半径樵归，渔舟晚

唱"的自然经济状况。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林业

生产，“造、封、管、节”一齐抓，植树造林、抚育管理、

森林保护，采伐利用等都取得巨大的成就，林产工业、多种

经营也有相应的发展。商品林业由原来单纯的转口贸易发展

到森林经营，木林加工、贸易等多种经营方式。1992年，全

区的森林覆盖率从建国初期的“．5％提高到34．5％。顺利实

现绿化达标，捧回银杯。

回顾林业生产的实践，既有成功的欢欣，也有失误的懊

悔。《惠州市林业志》以朴素的文字，不虚美、不掩过，如

实地描述了惠州的林业史。它是惠州第一部林业志，在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是惠州林业的百科全书。我希望它能成为一切

致力于林业建设和关心惠州林业建设的人们的良师益友。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惠州市林业志》是在原惠州市

委，市政府、市林业局和惠城区委、区政府和区林业局的直 。

接领导下完成的。它的编纂出版，得到多方面的支持，新老

领导对编纂工作十分重视，在人员，时间、经费上给予极大

的关心和支持。惠城区编志办主任邹永祥、副主任彭双课同

志对林业志编纂予以热心指导。编者更是日夜操劳，寒暑无

间。在过去的6年里，查阅文献，开座谈会，调查访问，征



●

I

集资料30万字，调阅档案59卷，三易篇目，三易其稿，终于

成书。应该说，没有多方的支持和编者的辛勤努力，《惠州

市林业志》编纂出版是不可能的。-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l

历史经验诚可贵，但不应成为前进的负担。在新‘形势

下，林业工作者要以开拓的精神，科学的态度迎接新技术革

命的挑战，借鉴历史以指导当今，为发展惠州林业谱写新篇

章。
。 ’

惠城区副区长窝I育青 ’：0一一‘



序·． 三

惠州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东江的中

游。惠州气候温和，交通便利，通讯发达，旅游、林业资源

丰富，是东江中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旅游中心。

惠城区被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郊区5镇被划为经济

开放区重点工业卫星镇。

《惠州市林业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纵横驰骋。它

以简洁的文字，徇丽多彩的图片，介绍了惠州市林业生产的

历史和现状。读来令人振奋，倍感大地之物丰盛，山川河流

之秀丽。它为开发惠州市林业，把惠州建设成为工业、农

业、高科技、旅游业等现代化综合城市，提供了历史借鉴和

科学依据。

我们坚信，经过勤劳、勇敢、智慧的惠州人民的共同努

力，惠州——闻名中外的历史名城，它会如一颗新出现的熠

熠生辉的明珠，屹立在大亚湾之滨。

惠卅市惠城区林业局局长

杨洪周

1992年6月22日

一

_

．



凡、例

一、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述惠

．州市建国30多年来林业的兴衰和发展，建国前的择要记述。

力求敞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结合，以资料性为主，

突出地表现惠州的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富趣味于史实中，

增强其感染力。 、

二、本志的体例为横分门类，纵写史实，以横为主，纵

横结合。采用记、志，图、表、录，照片等体裁，以志为

主。大事记为纵述史实。

三、本志的结构分序，凡例、大事记、概述，全志共分

设6章18节。
。

四，本志记述年代上限1840年，下限为1987年，共147

年。大事记则延伸至1992年。

五、建国以前的纪年一律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建国后的用公元纪年，本志涉及机构名称一般采用当时名

称，如惠州市农林水电局、公社，大队等I地名多书写今

名，历史地名加注今名，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

用职称。

j ‘六，本志记载的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

j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年代、
’

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表示，文中所采用的数据除标明具体年

，份外，其余均为1987年数。

／ 七，本志中的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基本上按公制使用(面
／

+ ’’

，
7

罨



积保留使用市制的口亩，!，。)，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依当

时原样，但夹注今名。

八，本志的资料来源： ．

惠城区(原惠州市)档案馆，‘。惠阳县档案馆，广东省档

案馆I惠城区(原惠州市)林业局、惠州市(原惠阳地区行

政公署)林业局保存档案；惠城区(原惠州市)统计局，

1950"'1986年惠阳地区林业统计资料(惠阳地区行署林业

处)，在惠州市从事过林业工作的老同志回忆。



●

大事．记

1 933年 ，．

3月，惠州邑人在西湖边塔山植树3000多株，另在环湖

一带也造了凤景林，此为记载中最早的义务植树。

1936年

3月，惠阳县设立农林场，育有桉，油桐、樟，台湾相
思等树苗．

‘

。1 9s7年．

3月12日，国民党当局举行植树式及扩大造林运动宣传

周，惠阳县(含今惠州市)大力响应，通过电影，标语、演

讲，报纸及学校来宣传造林的重要意义。
’

3月20日，惠阳县当局在中山公园举行造林运动大会，

随即列队分赴西湖、飞鹅岭、惠樟沿路进行植树，参加单位
有22个，共植树13560株。 ． ． ，

1938年
’

春，惠阳专署下放10多名干部，在汝湖大良大壮筹办一
个国营林场。

。
1 942年 ： ．：

，

；

， 11)122日t惠阳县平乐南乡大岭下村垦殖生产合作社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立，社员22人，股金金额1200元。’1—9月种植桐树135亩，

4万株。

?-，1948#

惠阳县推动乡保造林工作竞赛成绩得分75分，计分项目

有植树造林、播种造林、公路或河岸植树、育苗、山火5
-

项。

1949年

loy]14日13时，东一支独立营和=团参谋室胜利解放惠

阳中心城市——惠州。
。‘：’ ，

1 951年

春，惠阳县政府在西湖西南角(接近惠樟公路检查站)

恢复30年代丢荒的苗匿：场。当年育苗4．3亩，育有油加利

(隆缘桉)，相思、合欢，油桐、马尾松，铁刀木等1．4万

株。‘ 1，

3月中旬，惠阳县组织干部职工、学生在惠州匹湖植树

5000株。惠阳县苗圃场在黄塘村的螺山及飞鹅岭点插油加利

(隆缘桉)300亩，马尾松60亩，在罗辟布地种苦楝350亩。 ·

冬，由于土改前林权未定，护林组织不健全，加上春季

生产渡荒，提出“靠山吃山玎的I：1号，入冬以来，每天有

100人以上到郊区10多公里处的山林砍伐小树．，

1 952年

4月24—27日，惠阳县政府发动惠师、惠中和县一中的

师生2060人，分成Z88个小组(每组5人)，在西湖边的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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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l

山、凤山，望乡台山播下松种30公斤，计600亩。

12YJ上旬，惠阳县接受东江专署马安苗圃场，工人2

人，育苗面积19．38亩，树苗77283株。

冬至1953年7月，惠阳县开展土改复查工作，在土改期

间没有分配的山林，在复查工作中，按原耕基砒的原则，分

配到农民手中(全部是薪炭林或马尾松)，离村较远的荒

山，也分到户或以村为单位负责保护。

·1 956年 ：
。

2

是年，惠阳县从城市到农村都掀起一个由各级党政领导

带头包括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学生及各阶层人民参加

的绿化运动，在惠州镇就有1万多人的绿化队伍，1天内就

植树12万株。
’

、
’

： j 1|j。 。

、一． 1 957年 ，．

。j
一

’。

春，中山公园开始种上花草。 ． 。

6月5日，惠阳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保护森林资

源，严禁滥砍滥伐林木的通知》。

是年，三栋公社沙澳大队在松元山办起林场，种下油

桐，但由于管理不善而失败。 。_1．

1 9s8生,-
。‘

，
⋯ ～

。

3月15日，惠州镇人民委员会颁发Ⅸ关于绿化维护管理
条例》。 ，

4月8日，设立惠州市(县级)，以惠阳、博罗两县的
各一部分行政区域为其行政区域。7

J ’

．一_

6月，广东省商业厅在惠州市共联半径创办广东省东江

“9



，林场。经营面As．2万亩，创办人是商业厅副厅长谢振东。

8月，广东省商业厅下属各单位下放干部300名参加组

建东江林场。

9月，惠州市办起公共食堂97间，这些食堂普遍以松

木、杂木为薪柴。同时，只砍近山、低山，甚至把村庄周围

的树木也砍来当柴烧。至1960年，公共食堂解散，在此期

间，共烧掉薪材8000多吨，折合木材5000多立方米。

lO月，全市居民响应“大炼钢锻的号召，出动20．04
，万人次，建起大小高炉143个。为支援高炉炼铁，层层发动

群众，限期完成烧木炭任务，惠州除到外地山林里砍木烧炭

外，还砍伐本市阔叶林，古松进行烧木炭。据统计，大炼钢

铁时，全市砍伐薪柴4000多吨，其中砍伐本市山林就有800

多吨，折木材500多立方米。 。，

冬，汝湖公社乌石田寮办起林业中学。
。

冬，汝湖公社虾村东北面有一块占地15亩的“鹤林”，

在全民大炼钢铁时，除几株秃顶的老榕树外，其余的大树均

被砍殆尽。 ， 、

。

1 959年

8月20，撤消惠州市及惠东县，其行政区域并入惠阳
‘

县。

10月，体制下放，东江林场与共联、七联合并，属惠阳 ·

县惠环公社管理。

。

1 960年

5月，惠阳县为实现林业生产基地化，林业经营林场

化-林木培育丰产化，对山权林权进行了确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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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4日，惠阳县委会将国营新村苗场下放给惠州镇经

营管理，职工人数6人。 ．

I
’

10月24日，东江林场与惠阳县陈江公社，澄湖公社签订

护林防火的联防公约。
_

●

； 1961年 ，

9月8日，东江林场由惠阳县划给惠州镇管理。

：
。。

1962年

9月16日，惠阳县召开山区工作会议，作出进一步贯彻

林业政策，全面落实林权，稳定生产关系，迅速恢复林业生

产，发展山区经济的决定。

．是年，惠州镇开始成立惠州镇绿化造林指挥部，由惠阳

县县委书记袁卫民任总指挥，林天富、陈峰、董云亭，王世

泽等任副指挥，下设办公室，抽调干部参加，地点设在镇建

设局．

是年至1963年，惠州大旱，农作物失收，群众生活艰

难。同时，松林普遍千枯，红花蟑，螺地岭，大石坑，沙子

坝，麻地岭，黄洞、观洞、石龙坑一带面积约3万亩的松林

遭火劫后，何屋，永联，马屋，都田的社员纷纷到上述地区

砍柴，持续1年砍柴不止，把平均直径10厘米的松杂树木一

律扫光，连2人合抱粗的大树也未能逃过劫难。府城，县城

的柴炭市场热闹非凡，成交活跃，每天都有二三十吨柴成

交，每吨20",-40元不等。据测算，在这段时间消耗木材近万

立方米。

1

1 963年4

3月10日，七联大队高柴荣等3人烧田堂革引发山火。

1l



受害森林面积3300亩，死亡林木株数49500株，出动打火用
工500人次。

3月，秀水湖公社设立惠州竹场，职工人数4人·

春，惠阳县、惠州镇总结以往造林绿化仅限于突击行

动，群众植树无人管，造成年年植树不见林的教训，制订了

“因地制宜，重点植树，全面抚育，封山育林，控制数量，

严格质量，，的绿化方针，采用春季突击，半年植树，群众开

穴，专业队种植的做法。各机关，驻军出动运苗车84台次，

重48个单位14800人次，共完成撒摇松种10500亩，占任务的

los％；种树(特大苗)13067株，占任务的130％；种竹2

万株，种果2000株。 ．

I 4月24日，惠州镇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森林绿化管理

暂行条例的布告》。”

1 964年
。

春，学>--j外地成功经验，惠州镇试种了毛竹，单竹、甜

竹、芹竹、黄竹，立竹、高竹等品种5万株，分成6个试点

单位种植，成活率达95％以上。

4月16日，惠州镇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封山育林的布

告》。

5月7日，惠州镇将原合并绘东江林场的共联，七联划

出给惠环公社领导，将林场建为独立核算单位。

5月27日，惠阳专区编委分配给惠州镇林业编制1名。

6月，惠州镇接管了惠阳县林业局属下的苗圃场，在谭

公爷办起了国营苗圃场，当年育苗82亩。

8月，东江林场举办林业中学，场校并存，校长黄池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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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31日，恢复惠州市(县级)，以惠阳县惠州镇的行
政区域为其行政区域。 ’

11月12日11时30分，惠阳县平潭公社新圩学湖大队第三

生产队社员林安在汝湖公社小铁大队石望生产队蕉坑割草抽

烟乱丢烟头引发山火。出动224人打火，扑火历时1小时30

分，烧毁山林面积110亩，幼松24株，桉树33株，菠萝2460

株。 。

是年，惠州市人民委员会向全市人民发出绿化荒山的号

召，提出“人人为社会主义立功，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行动

口号。全年造林14317亩，植树1．39万株，绿化道路25公里。

2月5日，惠州市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飞机播种，封

山育林的布告》。 ，

2月7—9日，惠州市在广东省林业厅，惠阳专署林业

局、广州民航局的支持下，选择了惠州市林场，惠环公社的

烂草排，丝线吊金钟、鸡公岭，歪髻岭，缮窝岭、挂榜山，

大排山，螺地岭、鸭仔步、红花嶂地区进行飞播造林试验并

获成功，是惠阳地区最早的飞播。飞播总面积37000亩，有

效面积32920亩，保存面积27675亩。占播区总面积的

74,．8％。选择“安二型’’飞机播种，采用“穿梭式”飞行，

设立航带68条，全长492．4公里。平均每亩播种0．2千克，飞

播总经费31806．50元，平均每亩成本0．966元，是广东省飞

播成本最低的播区之一。

r 3月，护林队成立，队员8人。

6月，广东省林科所惠阳分所(今惠阳地区林科所)首

先在惠州大宝山进行紫胶虫引种试验并获得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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