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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若

国营西江林业局是广东省属生产性事业单位，又是我省经营规模较大的

商品材基地。该局在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编纂《西江林业局志》，经五

年的辛勤劳动，数易其稿，终于付梓面世。该志反映西江林业基地建设发展的

历程，无论在实用性或历史价值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西江林业局成立于1964年初，管辖11个省属国营林场，分布于肇庆、云

浮两市七县区，沿西江长195公里，两岸宽40公里范围内，有“西江绿色走廊"

的美誉。西江林业局一直得到国家林业部、原中南局、广东省委和省府的重视，

主要领导曾多次深入林场视察检查工作，并作指示及题词勉励，体现党和政府

对建设西江林业基地的关注和期望。部、省级的林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也一

向把该局作为科研、教育的重要基地。西江林业局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曾多次荣获部、省的先进单位称号，取得十分显

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对我省的造林绿化作出巨大的贡献，发挥

了国营林场在林业建设中的骨干、示范和辐射作用。

本志概述了西江林业局成立以来的大事，以及各林场的自然环境、机构沿

革、林业投资、基本建设、造林育林、林地林木资源、森林保护、林政管理、木材

生产、多种经营、劳动管理和科研与教育等情况，记述西江林业基地建设的历

史和现状，反映各个时期林业的兴衰起伏和经验教训，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

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具有西江林业特色的林业部门志，对林

业的科研、教学以及加强社会对国营林场了解和认识，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

指导作用。

借此《西江林业局志》出版之际，谨祝西江林业局各项工作，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事业蒸蒸日上，为我省的林业，尤其是西江林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

(作者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6年6月26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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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西江林业局志》记述上限为民国18年(公元1929年)，下限到1992

年。因局(场)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换届，机构沿革至1994年止。国营北岭山

林场于1977年9月划给肇庆地区林业局管辖，始后各种资料不列入此志。

二、西江林业局称谓：1964年1月至1973年3月称‘‘广东省西江国营林

场管理局”，1973年4月至1984年12月称“国营广东省西江林场管理局’’，均

可简称“西江林管局”，1985年1月至今称“国营西江林业局”，简称“西江

林业局”。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1978年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四、本志涉及的地名和机构名称，一般采用当时名称，如人民政府、革命

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区、乡、公社、大队、镇、村、管理区、工区等。

五、本志所用度、量、衡单位，除林地、苗圃面积用亩外，均用公制。凡

表中连续年份缺少一个或几个年份的，均为该年份没有发生数据的。

六、本志采用的资料以历史档案为主，数据以部门统计数字为准。本志的

数字、年份、时间均采用阿拉伯码表示。

七、摘录史料原文均加引号，并以括号注明出处，凡录用现代档案资料，

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的综合体裁，共分十二章，以横排

纵述，详今略古，据事直书，述而不论，翔实记述西江林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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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既 述

西江林业局管辖有高要、金鸡坑、仙菊、悦城、象牙山、富石，西江、大沥、通门、
‘

平岗和良洞迳等11个省属国营林场以及林科所、造纸厂、车队、工程公司等直属单位。

分布在封开、郁南、德庆、云浮、新兴、高要等县市和肇庆市端州、鼎湖区。位于东经

111。30’～112。46’，北纬22。43’～23。27’，地处广东省西北部，东邻珠江三角洲．西接广西

梧J,i、I，沿西江长19j公里，两岸宽40公里的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一条走廊地带，故有

“西江绿色走廊”J之称。

民国18年至20年(1929 1931年)，广东省建设厅先后在德庆县组建德庆模范林

场，在高要县鼎湖山创建鼎湖模范林场，广东省西北绥靖公署在云浮县的南江口创立第

二模范林场。民国23年德庆模范林场改名为广东省营第三模范林场，鼎湖模范林场改名

为省营第四模范林场。民国29年广东省农林局为推动造林工作，将全省划分五个林业促

进指导区，西区指导区设在德庆，省营第三模范林场改为西区第一示范林场；西北绥靖

公署第二模范林场改为西区第二示范林场；省营第四模范林场改为西区鼎湖风景林场。经

营面积52555亩，造林20030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以前广东省农林厅接管西区第一示范林场改为

德庆林场，西区第二示范林场改为南江口林场；西区鼎湖风景林场改为鼎湖林场。1953

年初，德庆林场设西湾造林站、马墟崩山试验站和南江I：1造林站。鼎湖林场改为鼎湖造

林站。1955年初，德庆林场场部迁至南江口，定名为广东省粤中行政公署西江南江口林

场。1 955年下半年，鼎湖造林站下放给高要县改名为高要林场。1956年，郁南县国营通

门林场成立。南江口林场易名为郁南县国营西江林场。1958年，整顿机构，压缩编制，下

放干部，开发山区。先后创办德庆县的富石和悦城林场、郁南县的大沥林场、云浮县的

仙菊林场、新兴县的良洞迳林场、高要县的金鸡坑林场、封开县的平岗林场。1960年，肇

庆市成立北岭山林场，1963年德庆县成立象牙山林场。林场创办正遇国家经济暂时困难

时期，办场资金缺乏，高要、富石、大沥、良洞迳林场下放给当地公社管理，平岗、悦

城、仙菊林场与附近农业队合并，以场带队，林场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为了加强领导，巩

／≤



概述

固和发展国营林场。1963年广东省委省府决定把西江沿岸的国营林场收归省管。经营总

面积798637亩，有林地265236亩。

1964年1月广东省西江国营林场管理局成立，为广东省林业厅派出机构，负责管理

西江沿岸的12个省属国营林场的生产计划、财务、技术指导，主要生产物资调拨、劳动

力及干部等五权管理。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快造林步伐，大

搞连片集中、‘高标准高质量的样板林，实行带垦整地，深翻换土，培育壮苗，冬季造林

等技术措施。干部深入基层与工人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各林场把70％以上的劳

动力集中到造林生产第一线。仅从1964～1968年全局完成造林49万亩，其中飞缔造林

23．3万亩，人工造林25．7万亩，平均每年人工造林5万多亩。

1974年，除高要林场外，大部分林场完成了造林任务。为消灭荒山，加快绿化步伐，

西江林管局采取打破场界大会战的办法，是年冬组织高要、金鸡坑、悦城、仙菊林场和

西江纸浆厂共400多人会战于高要林场烂柯山，造杉林1万多亩。1975年冬增派象牙山、

大沥、平岗、北岭山共8个林场1300多职工，再战烂柯山，两年造林4．3万多亩，其中

造杉林3．8万多亩。同时良洞迳等林场也进行会战造林，加快造林速度。1974～1978年

全局完成人工造林9．3万亩。

1975年至1979年，西江林管局被列为全国林业开发试点单位，共投资693万元，重

点建设林区公路278公里，房建4万平方米，购置汽车31辆，拖拉机29台，机动船16

艘，改善林区交通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国营林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1984年开始国家停止拨款，而木材砍伐又受严格控制；退休人员逐年增多；物价上涨，

林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由于连续两代种植针叶林，地力有所下降；林场生产布局不合

理，产业结构单一；林场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林场大锅饭，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

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势必陷入更大困境。

林场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出路何在?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了方向，出

路只有改革。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1985年南方集体林区开始放开木材议

价销售市场，并允许部分林地改种经济林，办一些二，三产业。鉴于林地面积有限，用

材林生产周期长的弱点，局逐步开展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的调整。首先，在第一产业

(种养业)中，加速低产林改造，营造丰产林，防火线造林，合作造林，保证在不断增加

森林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周期短效益高的肉桂、八角、．柑橙、青梅等经济林。其次是，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通过自筹、贷款、拆借、集资、引进联合等形式，先后筹集资金

3700余万元．在省、市、县城建房屋，办工厂，设公司，开商场，办酒店。在加工方面，



有松脂、木材、建材，食品、芳香油、造纸、土建工程等。在商业服务方面，有商业贸

易、旅游服务、房地产、车船运输。二、三产业产值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逐年增加，1989

～1992年均为39％。同时，初步建立起局·级的经济实体，较大的项目有局场联合投资

1200万元在肇庆市兴建占地面积4712平方米，楼高15层，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的西

江大厦。还有深圳沙头角1300平方米楼房，高要南岸镇1万平方米土地及房产，万有国

家森林公园及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这为局的生存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林场管理上

推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营林上一般采取按林木生长规律分阶段联产承包；对

林产品加工、木材销售、车船运输一般采取利润承包；经济作物一般进行周期联产承包；

’护林养路实行定地段、定指标的岗位责任制承包；科(股)室实行岗位责任制。通过各

种形式的责任制，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1992年全局经营面积65．6万亩，有林地面积46．4万亩。用材林面积42万亩，经济

林面积3．5万亩，活立木蓄积量为191．3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76．2％。历年来生产

各种规格木材118．5万立方米；上调国家统配材26万立方米。累计自筹收入3．8亿元，

相当于国家投资总额的8．．6倍。缴纳税金4032万元，上交各种款项388万元。新开林区

公路419．6公里，房屋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7．1亿元。在全国4186个

国营林场中，以林木总蓄积量、社会总产值、产品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和固定资产原值

等综合经济实力，评出500强，西江林业局排列第五名。

西江林业职工有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在林场建设上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积

累了丰富的林业生产经验，为建设现代化的西江林业基地奠定了基础，为西江流域的造

林绿化，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改善生态，发展经济都起着骨干、示范和辐射作用。现

在，西江林业职工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努力，开拓进取，为振兴西江林业作出

更大贡献。



民国18年(1929年)

大 事 记

民国时期

10月～11月广东省建设厅森林局在德庆企岭顶及龟山一带组建省营德庆模范林

场。林场主任谭葆廉、助理员程德全。具体造林地点有：老虎坑、芝麻坑、峰木山、香

山背、渔翁撒网、长涌坑、仙人抱鼓、企岭脚、企岭坑、罗伞顶等地。场部设在德庆县

城南门外。预定造林地10万亩，实际只有13519亩。

民国19年(1930年)

是年广东省建设厅森林局在鼎湖山之南及大蕉园以北一带丛山，创建省营鼎湖模

范林场。林场主任王金锈、助理员黄坤培。场部设在鼎湖山麓万福寺．预定造林8万亩，

实际面积28026亩。 ．

民国20年(1931年)

是年 广东省西北绥靖公署在云浮县的南江口创办第二模范林场，林场主任周元之。

场部设在南江口下咀炮楼顶，经营面积11010亩。

民国23年(1934年)

3月 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将德庆模范林场改名为第三模范林场。鼎湖模范林场改

名为第四模范林场。

民国27年(1938年)

至是年 广东簧建设厅农林局第三模范林场完成造林8025亩。造林树种以松、杉、
油桐为主．樟树、榄树为副。第四模范林场完成造林面积6079亩，造林树种以松、桉为

主，杉、油桐，荷木、稠木为副。广东省西北绥靖公署第二模范林场完成造林面积】961



亩，造林树种以松、桉为主，油桐及杉为副。

民国29年(1940年)

大事记 ·5·

4月 广东省农林局将全省划分为五个林业促进指导区，西区林业促进指导区设在

德庆，建设厅农林局第三模范林场改为西区第一示范林场。广东省西北绥靖公署在云浮

县南江口办的第二模范林场改为西区第二示范林场。第四模范林场改为西区鼎湖风景林
场。

民国35年(1946年)

至是年西区第一示范林场造林2544亩，西区第二示范林场造林1411亩。

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月以前广东省农林厅接管西区第一示范林场，改名德庆林场，西区第二示范林场

改为南江口林场，西区鼎湖风景林场改为鼎湖林场。

1953年

年初德庆林场设西湾造林站、马墟崩山试验站和南江口造林站。鼎湖林场改名为

鼎湖造林站。直隶广东省林业厅。

5月 广东省林业厅派出朱志淞、叶国伦、李东生等，组成勘测工作组到南江口规划

造林地。

11月 广东省林业厅决定开发南江l=I林场。并派出叶国伦、谢国仁、姚发尹、陈赛

居等负责造林工作。

A

1955年

年初 德庆林场场部迁至南江口，更名为广东省粤中行政公署西江南江口林场。原

属德庆林场管辖的马墟崩山试验站、西湾造林站及7个生产队和2个苗圃场亦归属西江

南江口林场管辖。
。

下半年 鼎湖造林站下放高要县，易名为高要林场，场部设在高要县鼎湖坑口。经

营面积50000亩，有林地10000亩。



大事记

1956年

是年春 国营通门林场成立，场部设在郁南县通门墟。经营面积62212亩，有林地

6277亩。

3月 苏联专家谢尔盖耶夫由林业部造林司技术处处长黄枢和林业厅厅长陈冷等陪

同，到西江南江口林场考察。

4月 广东省粤中行政公署西江南江口林场易名为郁南县国营西江林场。原辖德庆

境内的两个造林站划出。经营面积120000亩，有林地13094亩。

1957年

4月 西江林场被国家林业部列为全国重点林场之一。

1958年
’

1月10日 国营富石林场成立，场部设在德庆县六水乡下六冲。接收下放干部34

人。经营面积18306亩，有林地1 606亩。

1月20日 国营大沥林场成立，场部设在郁南县大沥口。接收下放干部16人。经营

面积10037亩，有林地1814亩。

2月25日 国营平岗林场成立，场部设在封开县平凤公社古邓村。接收下放干部28

人。经营面积62050亩，有林地1463亩。
‘

3月 国营悦城林场成立，场部设在德庆县悦城公社芒坑。接收下放干部307人。经

营面积49743亩，有林地923亩。
’

3月 广州市下放干部500余人到西江林场石峡坑口劳动，省林业厅下放干部120

人到西江林场，方向带队。

3月27日国营仙菊林场成立，场部设在云浮县都骑公社铜古塘。接收下放干部53

人。经营面积28846亩，有林地507亩。

4月1日国营良洞迳林场成立，场部设在新兴县勒竹公社六湖塘。接收下放干部144

人。经营面积71020亩，有林地1 2：S74亩。

4月15日国营金鸡坑林场成立，场部设在高要县禄步镇金鸡坑。接收下放干部135

人。经营面积32320亩。有林地1510亩。

1959年

3月 全国造林、园林化工作现场会议在西江林场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

治区林业厅、(局)长等140多人，国家林业部副部长惠中权主持会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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