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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顺义县林业志》，

经过林业志编委及有关部门的协同努力，终于编

纂完成了，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顺义县林业志》是一部系统反映我县林业

概貌，总结建国四十年来我县林业生产的成就和

经验的综合性工具书，记载了我县林业发展历

程。本书1 986年着手进行编纂工作，至今历时四

年，在此期间，编委会成员们不辞辛苦、不厌其

烦地查阅了近干卷历史档案，抄录了约五十万字

的历史资料，走访了多位老林业工作者。在掌握

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林业生产的关键环

节，以林、果、蜂、。蚕四项为主线，客观地、

多角度地记录了我县林业发展的脉搏，对各个不

同时期的林业政策、林业生产和建设、果树生产

及科技兴林所取得的成果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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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便于读者参阅，书中还附有大量图表。可

以说，这部15万字的林业志凝结着编纂工作者的

许多心血，是他们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

由衷地感谢他们，同时对支持、协助本书编纂工

作的有关单位及同志一并致以谢意。‘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在我县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日益丰裕、林业生产不

断发展的今天，《顺义县林业志》的撰写完成，

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合理地开发、利用我县的林

业资源，促进我县林业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且是

激励今人，启发后代的宝贵资料。

当然，这部林业志并非完美无缺，也有不足

之处，如它的深度和广度尚须提高，有些资料还

不够全面。-因此，我希望此书的出版并不是编纂

工作的结束，而是为一部完备的《顺义县林业

志》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坚实的基础。

顺义县副县长 卢炳华

1 991年5月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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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了总结、借鉴我县林业生产经验，摸

索林业发展规律，为今后林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和现实依据，达到存史、资治、教育的目地，顺

义县林业局在北京市林业局林业志办公室、中共

顺义县委史志办公室的领导下，撰写了《顺义县

林业志》。

二、 《顺义县林业志》是《顺义县志》的组

成部分，记述的时期上限以查到的档案资料为

依据，下限截止到1989年。

三、本志记述内容为林、果、蚕、蜂四项。

按着“横排竖写”原则，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

断线，全书分十编二十三章，每编内容力求突出

重点，各有侧重。

四、本志使用的度、量、衡统一为国际制。涉

及的地名和机构名称，’一般沿用历史名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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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以前称社、队，以后改称乡、村。

五、本志资料，按编志需要，多从历史档案

中搜集，个别经采访调研或由有关业务单位核实

后提供，按其性质分类，、分别列．入有关编、章、

节，并适当的增加了表和录。，

六、本志选用有关林业方面的照点共16张，

以增加影象直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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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述

一、顺义县概况

顺义县位于北京东北部，县城距北京城30公里，地处东经

116。28 7—11 6。58 7、北纬40。00 7—40。08 7之间，平均海拔35米。

东交平谷，南邻三河，通县、朝阳区，西与昌平接壤，北与怀

柔、密云两县相连。全境一马平川，似碧绿的海洋，仅有牛栏

山、狐奴山、二十里长山等小山丘象大海的几座孤岛，点缀在绿

野之中。这里风景优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宜
农耕。全县交通非常方便，有享誉世界的首都国际机场。有京承

铁路经过顺义县城，有京密高速公路斜穿全境，有现代化大秦铁

路横跨顺义北半部，还有直达的长途客车通往北京市区，为顺义

的对外往来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顺义历史悠久。古为禹贡冀洲之地，春秋战国时地属燕国，

秦为上谷郡。隋罢归德为顺州，下置顺义郡，始见顺义之名。明

洪武元年(1 368年)废州改县，名为顺义，属北平府。清初，顺

义县属昌平洲，雍正时隶属顺天府。民国3年顺天府改为京兆特

别区，顺义隶属京兆区。民国17年，直隶改为河北省，京兆区撤

销，从此顺义县隶属河北省．1944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顺义

河东地区大部分开辟为抗日根据地，冀东抗日根据地党组决定，

将这块根据地与三河县西北部、通县东北部建立三通顺联合县，

受冀东解放区14分区领导，同年，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党决

定将顺义地区西北部与昌平东南部和怀柔南部连成一片，成立昌

预怀联合县．1 948年12月8日．顺义全境解放．1949年3月，顺



义县将联合县所属的顺义地区合并成立了顺义县人民政府，属河

北省通洲专区管辖。1 958年3月划归北京市，从此成为市属的一

个县。

顺义县总面积1 016平方公里，耕地86万亩。行政区划为28个

乡、1个镇、43 34-自然村，总人口52万(1989年统计数)，多

数为汉族，还有回、满等少数民族。全县96％的土地为平原，

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在北京素有“京郊粮仓”之称。近10年来

全县认真贯彻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产业

结构有较大调整，农村商品化经济迅速发展。1989年全县城乡实

现社会总产值43．6亿元，工农业总产值28．4亿元，国民总收入逐

年提高。顺义不仅建成了首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还建成了北京

市丰富而稳定的副食品基地。在林业建设方面，根据本县的地理

位置和首都大环境的需要，大力发展了防护林、经济林和城镇绿

化，已形成保护首都的绿色屏障。

顺义地处燕山余脉南麓，为北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干燥寒冷。

全县年平均气温1 1．5。C；最热的7月份平均气温25．7。C，最冷的

1月份平均气温一4．8。C，无霜期195天。全地区光热资源比较丰

富，年日照时数为2800／]、时，年日照率为63％，年平均太阳总辐

射能为每平方厘米l 35千卡，林、果及农作物生长季节可利用积

温比同纬度其它地区为高。本县全年大于0。C的积温多年平均为

4536。C，为农作物及林果生长提供了热量保证。全县平原大地．

属潮白河冲积扇的中下段，土层深厚，土地明显分成一级阶地和。

二级阶地。一级阶地分布在潮白河、小中河、温榆河流域低洼

地。土壤以壤质、沙质、粘质、潮土为主，地下水位3至5米。

二级阶地均为高平原地，土壤以壤质、沙质，粘质、褐潮土、渤：

褐土为主，地下水位10至20米。全县受南邻华北平原，北靠燕山

地势的影响，降水量较大，并且由北向南降水逐渐增多。年平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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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水量623．5毫米，南北相差50至70毫米。雨量4季分布极不均

匀，6至9月占年降水量的84％。境内有3级以上河流I 5条，分

属潮白河、北运河、蓟河三大水系。潮白河是北京地区东部的第

一条大河，纵贯顺义南北，并曾以其源源流水浇灌着顺义的肥田

沃土。

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自然条件成为顺义县发展

农林业的优势。

二、林业基础

由秦汉时期直至元代，顺义地区属边境地界，乃兵家必争之

地，胡人入犯，连年征战，林业几经毁坏，因此，有关种植林木

韵文字记述很少。到了明、清两代，社会相对稳定，有关种植林

木的记载逐渐增多，民国以后始．成立了专门种植业机构。

(一)有关林木种植业的记述

据后汉书《张堪传》和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 “渔阳太

守张堪，予县(秦汉时期呼奴山一带为呼奴县地，属渔阳郡)开

垦稻田八千余倾，教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日： “桑无附

枝，麦秀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这当是顺义有史以来的

最早有文字记述的林本种植业。据康熙志载： “顺产初无异物，

谷布之外，殊乏奇珍，果木之类，皆他郡所恒有，非特产也”。

又载：草木类有松、柏、槐、榆、桑、椿、杨、柳、杜梨、山荆

子等18个品种。花果类有：杏、梨、桃、李、柿、苹果、枣、酸

枣、核桃、栗、沙果等40个品种。

《民国志》里有关林木种植业曾有如下描述：

其一、松，有红．黄两种，质坚生长迟，坟墓、寺院间有植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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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桧，叶似柏而体圆，千类松而无鳞，或呼圆柏，治文脂
巾所谓“松雨书声”者即此树．殆数年物者．

其三、牛栏山“元圣宫”建于元末明初，殿前有明柏2株。

其四， “崇恩寺”在姚店村，明成年化间建，古柏成列。

其五， “观音寺”在江头村西，有香柏2株，高10米，径1

米。

其六． “关帝庙”在李遂镇，院内有白杨1株，大四围。

其七、 “龙王庙”在牌楼村，东西两方，树木荫翳。

其八、 “广泉寺”在白浪河，康熙28年重修，院中青杨高一

标。

其九、劾赐陈陀寺碑记，寺旁置田数十亩，植果百株。

其十、勒赐广济寺碑记，后圃环植木，外凿池，疏院周围i

松、柏、槐荫、柳森。

其十一、大士阁植百柳(今武装部址)。

其十二、文庙松柏22株，槐14株，皆植于元代。

其十三、康熙志载：南石槽行宫内植红葡萄20架，白葡萄一

20架，栽果树一巷。

其十四、三家店行宫内植桃四株，名到口酥。

其实，有树者不仅这14处，凡庙宇，古墓、行宫等处皆植’

松、柏、槐、杨等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村药王庙内的大槐

树。前鲁村张堪庙内的大槐树，据专家测定均在千年以上(现已

不复存在)。而大孙各庄村(现牛栏山乡)的两棵银杏树则植于辽．

代，已列为市一级古树名木保护树。

顺义人民向来有种植林木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全县以林．

木命名的村就有20个，它们是木林，大林，榆林、长林庄、北树+

行、南树行、西树行、树行、柳行、大柳树营、林上．柴家林、桥

庄户、南桃园，北桃园．前桑园，后桑园、柏树庄．麻林庄、枯

柳树等。据考证，这些村确有较悠久的植树史，至今不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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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康熙志载有一段专文记述植柳的文字，题为《百柳记》一文

日： “署东寅艮方，旧有‘大土阕’，阁台高2丈许．台前闲地

55丈长。即邑治左青龙，青龙地势略低，特捐俸同，捕厅丘弘谟

亲身率人于壬寅二月十九，当大士生辰日，顺栽柳树百株，所以

荫大士阁，而佐县治风水之不及也。且顺驿马居东，考阳宅书

云，东边有柳，可养好马，此柳于驿号有益，可谓一举而三善备

矣。异日加以栽培，禁其采伐．是所望于后之守此土者”。这是

顺义有史以来关于植树情况的最完整的记载。明、清两代至民国

初年，顺义县境内有18处名胜，其中4处是以林木为景命名的，

如：

1． 松雨书声：孔子庙棂星门内(今县城关小学址)，松柏

参天，东西对峙，皆元代皆．

2． 引堤叠翠：引河提岸，林木高低参差，春意生新时。层

层翠绿，望之蔚然．

3． 柳屏叠翠：在东门外(旧县城)，两行绿柳，布叶垂

葫．每当春日温河，千条万缕，如层峦空翠，一望无边．

4．温榆远树；在古城村南，温榆河北岸，杂木幽遂．东西

{o里许，春意新生时，枝杨叶密，绿荫森森，群鸟潜飞．鸣声悦

耳。

引堤叠翠，柳屏叠翠，温榆远树，箭杆河两岸，在当时堪称

是顺义剃四条绿化带。

(=)专司林业机构的建立

民国4年，顺义县始成立京兆委办专场。当时称“农务试验

场”，后改为’农林试验场”。民国13年又成立“实业局”并与

农林试验场合并。民国17年又改称为“建设局”并附设“试验

场”，在“大士阁”后，面积20亩，植苗圃林木。建设局下属有

“实业机关”，即北运造林区，在南海寺村(今南河村)。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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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引河挖成后，两岸问地14余顷，因无人管理，于是京兆尹4

公署议设造林区，隶京兆区，设主任1人，事务员1人，书记1

名，森林警2名，长工2名。林场共分八区，每年春秋植树，种v

有“洋槐．中国槐、榆、柳、杞柳、梓合欢、美国杨．椿树”

等，总计123000株。民国17年，改隶河北省建设厅，河北造林，

厅分所在南朗中村东租‘慈善会’地一顷，民国21年开办。蚕丝工
厂在自浪河，由村绅李瀛洲独办，植桑养蚕，缫丝织纫，成绩甚佳。

旧时，潮自河两岸，树木稀少，白沙无垠，季风到来。刮成

无数沙丘。国民党时期虽也号召植树，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

治及H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连年战争和人为破坏，临近解放时，

全县林木资源所剩无几。平原除村、镇“四旁”，较大坟墓和寺

庙存有一些零星树木和小片林外，其它地方几乎无树，偏远半山j．

区除少数残存小片天然灌木丛外，其它地方均为荒l且秃岭，森林一

覆盖率不到1％、

三、建国后林业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林业建设提到重要+

位置，林业生产获得了新生。40年来，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薄弱

林业基础上，顺义县委、县政府经过多次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大规

模的植树造林运动，乡村平原农田林网和“四旁”植树发展迅

速，荒山造林逐步展开，国营林业稳步前进，平原、半山区干鲜

果树有计划的发展，潮自河及京密公路两侧重点绿化工程已具规
模。如今的顺义大地，已是绿树成荫，果实累累，整个县境呈现

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回顾全县的林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随着政策的变化，林业发展曾出现过起

伏，其发展状况可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1．保护林木，恢复生产(1949年一195Z年)

1949年春，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设置了主管林业生产的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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