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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昌平县林业志》作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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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县林业志》是《昌平县志》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县地

方经济专业志中的第一部，它的印行是我县林业战线的一件喜

事，我对此表示祝贺。

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用历史记实的方击，如实记

述生产发展的历程和成就，反映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推动经

济工作的更加繁荣发展，无疑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本书编者用

三年时间，经过认真准备，调查采访、搜集整理，在占有大量史

料的基础上，对我县建国后林业经济詹动的成就与事迹，做了比

较全面的记述，远确实是一件慰藉前人，启迪后人的大好事，是

值得赞许的。

山场面积广阔是我县的一大特点。林业生产(包括林、果，

蚕、蜂)搞得好坏，不仅在全县经济发展中据有重要地位，而且

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后、健康，有着改善生态、净化环境的作

用。山区，半山区林业生产的收入，在当前还是这些地区经济收

入的主要来源。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

着党和国家林业政策的贯彻实施，国营造林、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的广泛开展，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大片的荒山、荒

滩正在进行改造，平原地区实现了农田林网化，新增了一大批绿

化旅游景观点，全县绿化覆盖率己由建国前的1形跃升到现在的

18．9％。我们要继续扩大战果，乘胜前进，把昌平建成一个空气

新鲜，树多花香、环境优美的地区，招徕更多的投资者和店客，

为发展昌平经济服务。我县的干鲜果品生产在过去已有的基础



上，经过县、乡、村各级的共同努力，也有了长足进步，已经成

为我县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不少名特产品在首都市场享有一定

的声誉，我们应当继往开来，更上一层搂，争取在不长的时间

内，建成若干个各有特色的果品生产基地，积极引进、改良和生

4产更多的名、特产品，供应市场，以迭“服务首都，富裕农民“

的目的。

蛊世修志是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它集存史、资冶、教育于一

身，作用非浅。《昌平县林业志》的出版，为我县其他专业志的

’修编工作开了个好头，我们期望其他专业志稿也能在不久的将

来，相继问世。

一九八八年七月



说 明

一，《昌平县林业志》是经济志的组成部分，是具有时代特

点的新型地方专业志。它如实地记述了林业生产发展历程和成

就。为今后林业生产管理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达到存史、

资詹、教育目的。

二、本志记述的时限为1949年聋；1987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三十九年的林业生产建设发展历程。考虑全书的完整性，

在概述编中简括地介绍了昌平县历史沿革和历史上林业的兴衰。

三、本志记述的内容，主要是林、果、蚕，蜂四项。按照

“横分类目”、 “详略得体”的原则，县体划分概述，大事记等

十三编，每编内容力求突出重点，各有侧重。

四、本志篇目结构，一般采用编，章、节的形式，依据内容

的需要，有的又多于这三个层次，为加强全书的资料性，在一些

编、章里适当增加了表和录。

五，本志使用的度，量、衡，多从习惯，未做统一换算新

制。至于县、乡，村称谓，一般沿用历史名称。重111982年以前称

社、队，以后改称乡、村。

六、本志选用有关林果生产方面照片39张，以增加影象直观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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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 述

第一章 昌平县概况

昌平县位于北京西北部，西傍太行山，北依燕山支脉军都山，

南俯北京小平原，地处温榆河冲积扇顶部。这里地貌地物多种多

样，自然山水景色秀美，文物古迹丰富多采。京张公路和京包铁

路纵穿南北，京通铁路和京密运河横贯东西。昌平县城，自古以

来就是出入关内外的畿辅重镇。到了明代，明成袒朱棣建帝陵于

昌平的天寿山下，使得昌平县成为南卫京师，北护帝陵，西扼居

庸的重要所在。今天，居庸风光好，明陵天下雄，昌平故城正在

建设以旅游服务为主的园林式卫星城，以接待国内外游人。

第一节 社会概况

昌平县总面积1352平方公里，山区面积800平方公里。人口

39万，农业人口27万余人。全县30个乡、三个镇、三个国营农

场，全县有耕地48万亩，人均占有耕地1．85亩，有山场106万亩，

人均占有山场4亩。山区广大农民，历来就有栽培经营林果传

统，果品生产占有相当优势。果品收入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平

原地区，以生产粮油为主。近年来，全县认真落实改革开放搞潘

方针，乡镇工付业生产发展很快，农业结构有较大调整，农村商

品化经济迅猛发展。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好成绩。

全县实现社会总产值138977．4万元，工农业总产值88334．6万元．

比1985年增长17．1万。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比第六个五年计



划的第一年翻了一番多。全县在精神文明建发力面，曾多次受到

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第二节 自然概况

昌平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以南口关沟为界，西部山区属

太行山余脉，北部山区属燕山山脉。海拔一般在400",．-800米，最

高山峰海拔1439．8米，平原区最低处海拔仅27米。西部山地山体

陡峻，以石灰岩为主，北部山地分布着大面积的花岗岩，山体较

为浑园。

昌平县境处于北纬40度范围内，东经115—116度之间，属暖

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春季干旱多风，夏季多

雨，冬季寒冷干燥。

全县年平均气温11．8。C。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一4．1。C，

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气温25．7。C。全年≥O。C积盈为4500。C，≥

104C积温为4200。C。无霜期180"--203天。全年日照时数为2667

小时，日用百分率为60％。全年太阳总辅射量每平方厘米为131

千卡。全县年平均降水量为584毫米，雨量集中在六、七、八三

个月，占全年降水的76％。

全县土壤分布。800米以上中山地区，零星分布着柠壤，低

山地带以淋溶偈土为主，沟谷分布少量偈士，平原地区主要分布

潮土和褐潮土。

全县光，热、水的自然条件适合多种林木果树生长，植被资

源相当丰富。中山区有六道木、毛榛、胡枝子灌丛和残存的小片

桦、椴、山杨、栎类等天然次生林。海拔800米以下低山区占山

区启面积85％，植生阳坡有荆条、酸枣、绣线菊、山杏，山桃

等。阴坡分布有绣线菊、蚂蚱腿子、鼠李等。一些偏远山区有零

星分布的／由松、橡子次生林。陵园庙宇名胜占迹有小片或散生的

油松、侧柏人工林和古松柏。建国后营造的庙松、侧柏、洋槐人工

林呈群团状分布在十三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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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果树资源丰富，品种有核桃、板栗、柿子、苹果，梨，

桃、山楂，杏等。平原地区农田防护林有杨、柳、榆、槐、椿、

等乔木树种和苹果，梨、桃等成片果园。

第二章 昌平县历史沿革

第一节 历史沿革

昌平县历史悠久，据考古学家在昌平县雪【』J村古文化遗址考

证，雪山文化包括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家店文化三个时期的

文化堆积层。雪山文化说明；远在新石器时期，昌平地区的居民

已开始用石斧、石铲原始工具开拓自己的田园土地了。昌平县的

历史，有考证的可上溯到四、五千年以前的尧舜时期，周、秦时

期属上谷郡，西汉始置县，治所多次迁徙，至明景泰三年(1452

年)迁治所于永安城(今昌平镇)。正德八年(1513年)升昌平

为川，辖怀柔、顺义、密云三县。民国间复改为县。抗日战争期

间，在北部、西部山区、半山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昌延县，昌

宛怀县。解放战争时期为昌顺县、昌宛县。解放后，单称昌平

县，属穿哈尔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河北省。1956年2

月划归北京市改称昌平区，1960年1月复称昌平县。

第二节 昌平县城

昌平县城，为明景泰元年(1450年)所建，万历元年(1573

年)于城南复筑一城连之。崇祯九年(1636年)拆旧城南城墙，二

城遂合为一，周围十里有余。自清以后，年久失修，历遭兵燹，

城墙倾圮，残破不堪。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昌平故

城残存城墙、鼓楼先后被拆除。目前，全县人民正遵昭1984年6月

市政府批准的《昌平卫星城总体规划方案》，统一规划，精心设

计，把昌平建设成为清店、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卫星城。



第三节 名胜古迹

名胜古迹遍及全县各地， “燕平八景”早在元明时期就很驰

名了。现在全县列入国家、市、县级保护单位约七十余处。不少

名胜古迹所在地都有面积大小不等的森林存在，或矗立着一些古

树名木，林木葱郁风景优美。其中驰名中外的有气势磅礴景色宜

人的明代十三陵，有形势险要叠翠居庸抱云台；有峰林曲径北五

当山沟沟崖I有蔚然壮观铁壁银山辽塔群；有环境清幽九华分秀

汤山温泉。此外，还有建于北齐天保六年的古代长城遗址，明

代行官遗址巩华城和具有深远惫义的白厚九龙泉遗址。文物名胜

是我县一大优势。不少旅游胜地尚待进一步开发。

第三章 昌平历史上森林的兴衰

第一节 古代的森林

根据考古学家提供的资料证明：北京地区原来是一个森林茂

密，水草丰盛、珍禽异兽栖皂繁衍的林区。远在旧石器时代，居

住在房山县周口店群山中的“北京人”、 “山顶同人”以狩猎

为生，他们赖以生存之所，到处生长繁茂的森林。近年在北京清

河东花虎沟的古河道里发现的古树，被埋藏约七千二百年，也证

明北京平原(眉泽地)到处是树禽莽莽的森林地带。

昌平历史上也属林木茂密之地，一些先人的著述和地方志

书均有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庄》记载届庸关一带“山岫层

深，林障隧险，路才容轨”。明末学者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

中，对居庸关林深绝险叙述为“罢松林中有问道，骑行可一人”．

《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记载： “居庸关东去，有松林数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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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森林的破坏
。

北京地区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是从辽、金两代开始的。辽、

金入主中原后，北京地区入口增加、田园广拓、经济发展，多次

解除山林之禁，允许入山砍柴伐木。元朝也先后十几次颁布解除

封山。明朝“洪武中，诏北平，山东、河西荒问土地，听民开

垦，永不起科”。连续多年开禁和垦荒都使森林遭到较大破坏．特

别是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以来，修筑皇宫御园，大兴土

木，对“山林丛密，取木甚易”的燕山、太行山大片森林实行掠

夺式砍伐。明嘉靖时期，对燕山森林斩伐最重。《热河志》中记

述“辽、元以来古树略尽”。到了明末清初，十三陵地区的森林

也不能幸免。顾炎武记述了这一事实。他在《昌平山水记》中写

道，嘉靖中东山口“有松园、方十数里，皆松桧，无一杂木，

⋯⋯今尽矣”。又“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

翦伐尽矣”。《延庆州志>记“居庸关⋯⋯向以林富地阴故不得

聘，近来椎采森林渐疏，往来无有阻矣”。

明朝嘉靖后期，北京人口激增，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人民

生活中木材和柴炭供应数量倍增。北京有神木、大木两个木材

厂．炭行也成为城市主要行业之～．木材多出自北京郊区和永定河

上游，柴炭主要产自房山，门丈沟等地。《庸代档案史料丛编》

中有“昌平之民，惟藉山林樵采易米资生”的记载。清代以来。十

三陵区树木多被砍伐。光绪《昌平州志》记载： “顺冶皇帝，因

明陵附近居民于陵旁樵采，曾奉谕旨禁止”。雍正谕工部敕：

“近陵树木，多被砍伐，向来守护未周，殊不合理。现存树木，

永禁樵采”。 t

山林火灾给森林造成的损失更是晾人。光绪《昌平州志》中

对森林火灾有两则记述，一是“弘詹十三年(1883年)秋七月庚

申，居庸关石缝山东西四十里，南北七十里，延烧七昼夜”。二

是“万历四十三年，夏四月，黄花镇柳I勾大火，延烧数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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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毁于火灾的情况当不止手此。 ．

第三节 建国初期森林资源概况
’

昌平森林经过历代砍伐，特别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统冶年代，由于连年战争和人为破坏，到建国初期，全县林木资

游所剩无几。只有偏远山区残存小片天然次垒林，明十三陵、肉崖

等陵园庙宇十余处有公有秫7000余首。金县有～两片面积不大的

人工林和近百万株干鲜果桁。平原河流两岸田埂地边有一些散生

树和村镇四旁树。全县林木占地面积约为三万萄，林木复盖率仅

为I万。这就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家底。

第四章 建国后林业发展

甲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县西部、北部山区已开辟抗日游击根

据地。1947年，不少乡村建立人民政权。并相继进行土地改革运

动，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土地、山林的主人。1948年12月12日，II-

昌平县解放。从此，昌平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面支援解

放战争，一面恢复农业生产，林业生产也得刭迅速恢复与发展。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林业建设，林业生产发展很快。

三十多年来，经过多次群众性大规模植树造林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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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平原千鲜果树栽培有计划发展，十三陵——南口重

点绿化工程初具规模。回顾过去，林业建设的道路是艰难曲折

的。每当农村经济体制变革，调整生产关系，加强领导，林业生

产就得到发展前进。当农村工作出现失误，林权不稳，林业生产

就出现低潮，甚至局部林业生产遭到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建设采取

一系列重大决策，林业生产很快出现了恢复、振兴的新局面。到

1985年，全县林业资源有了很大发展，全县有林地面积有26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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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林木曾蓄积量29万多立方米，全县林木复盖率为18．9％。全

县年产干鲜果品6000万斤左右。

1949"-,1952年是我县林业生产恢复时期。党的林业建设方针

是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经过各级政府宣传贯彻，全县八区四镇成

立护林委员会352个，配备了护林员，半数以上村庄都制定护林

公约，有利地推动了护林防火工作。1951年9月，县政府发出护

林布告，要求严禁放火烧l肌滥伐林木。但是，一些干部群众，

对护林防火仍重视不足，烧山事件屡次发生。这一时期党的林业

政策是“谁造谁有”。全县以党团员为哥干，带动一家一户个体

农民开展春、而、秋三季植树造林活动。1951年在昌平东山口等

村试办公私合作造林，在南邵等五个风沙危害严重村营造小型防

护林带158条。折合面积633亩，是我县早期农田防护林建设的开

端。

果树生产是从加强现有果树管理入手，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总

结当地果农先进管理经验加以推广，山区农民广泛利用野生苗嫁

接各种果树。1952年开办果树训缉班，传授果树修剪和防冶病虫

害技术。

1953年9月，根据政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群众造林、育林，．

护林的工作指示》精神。全县开始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造林活

动。号召组织起来，开展群众合作造林带动个体造林。林业政策

实行“谁造谁有、伙造伙有，村造村有”。到了高级社后，有些

合作社成立植树组、造林队，统一供苗，集中连片进行集体造

林。1955年，全县确定五个林业生产重点乡。东山口为荒山造林

重点乡I南邵为沙荒造林重点乡；万娘坟为封山育林重点乡；海

字为培育核桃重点乡；北小营为育苗重点乡。以点带面，有力地

推动了造林育林活动。1956年，毛主席发出“绿化祖国”的号

召，团县委把组织青少年植树造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全县青少

年植树活动声势大、数量多、质量好。 *

1953年以来，林业生产贯彻“自采、自育、自造”方针。群



众性的采种和育苗活动都有新发展。1956年采种达三万余斤，

1957年全县育苗达到500余亩。平原地区从此结束了杨柳插条

(埋千)造林方法。

全县封山育林也有发展，沟崖等地封山育林得到群众支持，

成效显著。

1953年至1957年五年累计造林面积力54899亩；四旁植树

4736000株；育苗1210亩。

果树生产发展较快。1957年，全县新栽各种果树16237亩，

栽树237000棵。1957年底全县7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计：有柿

子，苹果、葡萄等十三种果树210万株。比解放初期增加110万

株。果品年产量达N2800万斤。

1958年以来，林业建设在“左”的巳想影响下，推行高指

标，刮起厚夸风。1958年昌平县提出全年完成十个“万亩林”造

林任务。年底，全县上报完成五个“万亩林”。流村乡的“万亩

林”经检查，平均每亩栽树只有3株。这一典型说明了造林面积

不实、质量差、成活率、保存率低的实质。

根据统计资料，1958年全县各行各业参加植树造林达110万

人次，完成造林200500亩。1959年，全县完成植树造林117000

亩。我们从1964年春季山区生产会议上公布的数字得到证明：全

县1949至1963年，十四年累计造林面积为427000亩，而实际造林

保存面积为93000亩。

国家机关分片造林和国家集体建设大果园是这一时期的特

点，取得较大成绩。1958年7月，修建十三陵水库工程胜利竣

工，水库附近荒山绿化，1958，1959两年造林面积达67000亩，

栽种各种树木1510万株(穴)。中央国家机关和市人委系统41个

部委办组成绿化队，到南口，泰陵公社分片承包荒山造林任务。

到1961年，共完成荒山造林57000亩。1958年，建立国营南口农

场和十三陵农场，建设了两个大型果园基地。随着社队也兴起建

设成片大果园的热潮，桃洼、上苑两个公社。栽植大面积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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