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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1

序 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正当全县41万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

的十五大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之

际，《大通林业志》问世了。这是大通林业生产中的一件大事，是大通

精神文明建设中继《大通县志》和《大通卫生志》后的又一成果。它的

问世为人们认识大通林业的历史与现状，更好地为今后林业生产服

务，提供了科学依据，可喜可贺。

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大通，据史料记载，很久以前就是一个森

林茂密，自然环境秀丽的地方，繁衍生息于此的先民们早在四五千年

前的新石器时期，就创造了以“舞蹈纹饰彩陶盆"为代表的史前文化。

后随大量移民的进入，耕地的扩大，砍伐量逐渐增加，森林面积不断

缩小。加之历代地方统治阶级为攫取巨额利润，乱砍滥伐，使大通地

区的森林资源屡遭破坏，生态环境日渐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朴实的大

通各族人民，积极开展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活动，森林面积不断扩大，

生态环境日益改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业生产更是引起了全

社会的关注，在“三北”防护林建设中，全县林业生产显出蓬勃生机，

由于全县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有关部门的努力，形成了一个全社会

关注林业、全民大办林业的新格局，并出现了森林面积与林木蓄积量
。

双增长的好形势。
。

然而，随着林业生产的发展，迫切需要一部能够真实、全面，而又

系统的反映大通林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大通林业志》正

是适应这一客观需要而编纂的应世之作。它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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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一体，文词表述朴实无华、简洁准确、通俗流畅，寓褒贬于记述之

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记事的时间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

底，突出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

召开以来大通林业生产取得的突出成就。这对发展林业生产，建设繁

荣的新大通，提供丰富翔实的具体资料，系统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历史

借鉴，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作用。为此，我谨向致

力于这有益当代、惠及子孙事业的修志工作者、专家和学者，表示衷

心的感谢和敬意。
”

大通是我的故乡，能为家乡地方志编纂工作尽一份力量，做一点

有益的工作，是我乐此不疲之事。面对二十余万字的《大通林业志》，

欣喜之余，深信它将在今后历史的长河、社会发展中产生积极的影

响。在志稿即将付印之际，编委会的同志嘱我为其写序，情切桑梓，义

不容辞，简要地写了点个人见解，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县委书记包福元

1 998年5月于桥头



序二1

序 二

《大通林业志》是大通有史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和准确地

记述大通林业历史和现状的志书。它的问世，向人们展示了大通林业

的全貌，对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继承优良传统，借鉴经验教训，为执政

者“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的得失”，开发利用林业资源，建设社会主

义新大通，都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大通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誉为“森林的海洋、绿色的世界”，这并

非仅仅是赞美之词，而是它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利资源

和良好的气候条件所造就的博大、广阔、丰厚的原始天然林的写实。

据有关史料记载：“青海、甘肃等地构建用材，多取于此。”不难看出，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丰富的林业资源曾为先民们开拓建设大通做

出的卓越贡献。然而，千百年来由于频繁的战乱兵祸和历代反动统治

者的肆意滥伐，到解放前夕，竟使县域天然森林破坏殆尽。新中国成

立后，大通林业建设得到了全面振兴，在与困惑和失误的斗争中，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改革开放，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开创了向林

业现代化腾飞的机遇。林业生产建设的春天已经到来，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准确地认识大通林业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

适时地把握盛世景况，真实地记述当今业绩，是我们编纂志书的宗旨

所在，也是历史的重托，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心愿。

《大通林业志》既不是旧志的继编，也不是断代史的补充，它是大

通林业第一部社会主义专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和地方特

色，立足当代，详今略古．，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林业生产建设的重大史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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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成就。志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志首冠“概述”，总述全

志，钩玄纂要，一编在手，纵然未读全志，而全县林业状况大体了然；

继置“大事记”，以编年与本末相结合方式，既纵贯古今，又首尾完备，

为全志纲要；“志”为主体，采用章、节、目结构，共设10章44节81

目；附录殿后。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古无借鉴，今无蓝本，涉及内容广，时间跨度

长，资料缺口大，难度较大，而编纂人员聚各方卓见，选资料精华，拟

纲定目，分类撰写，精心推敲，修改总纂。五订纲目，四易其稿，三度春

秋而后成。这是我县林业建设蓬勃发展的需要，是全县各族人民的迫

切愿望，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

在志稿即将付梓的今天，缅怀先辈经营林业的艰辛，思绪万千，

乐观志书纂成，欣喜莫名。编委会约我写序，义不容辞，盛情难却，故

赘述梗概，就正于专家、读者、父老乡亲。志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

请批评指正。

县长周勇智

1 998年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1

．J、L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大

通林业的历史和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内容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坚持改革创新，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原则上断至1996，

年底，若记述需要还可适当下延。
一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卷首设概述，总摄全志，

继置大事记，纵贯古今，以志为主体，附录殿后。

四、根据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在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的情况下，设置篇目，其结构采用章、节、目形式。

五、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

六、纪年方法，凡中华民国以前的纪年，用朝代年号，括注以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林业局档案室，对有关报刊、书

籍、口碑等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人，一般不另注出处。各项数据，以

县统计局编制的《大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及县林业局每年的《林

业、森工统计年报》为主。数字表述，除专用名词，人名地名中的数字

用汉字外，一律用阿拉伯数码。

八、本县全称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为行文方便简约，本志

文中一律简称“大通县’’。 一



概述1

概

大通县位于青海省东部，达坂山以南，湟水上游北川河流域。东

邻互助县，南接西宁市，西连海晏县、湟中县，北靠门源县。地理坐标

东经100。517～101。567，北纬36。43 7"-'37。237。海拔2280"--4622米。县

境东西最长95公里，南北最宽85公里，总面积3090平方公里。境内

三面环山，东有兰雀山、马鞍山，西有娘娘山，北有达坂山，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宝库河、黑林河、东峡河汇流成北川河，注人湟水。大通地

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属高原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

长，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2．8℃。无霜期平均103天。年平均降

水量508毫米。自东南向西北，随海拔的递升，温度递减，雨量递增。

全县山多川少，山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94％，河流两岸的河川谷地

约占总面积的6％。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垂直差异明显，霜冻、冰雹、

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少数年份有区域性洪灾。

大通历史悠久，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

时期，古代先民就在此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秦汉以前，大通为西

羌地。隋、唐、五代，先后为吐谷浑、吐蕃迭据。清雍正三年(1725)设

大通卫，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卫为县，称大通县。1966年划为青海

省西宁市属县。1985年11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改大通县为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

大通森林资源丰富，境内林业用地8．7908万公顷，占全县总面

积的28．4％。其中有林地面积7914公顷。全县活立木蓄积量87万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23．4％。森林植被种类繁多，共有乔、灌木树种
11 9种和2个变种，这些以青海云杉、白桦、青杨、沙棘、小蘖为主的

乔、灌木主要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下的北川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两



的木材，而且成为人们旅游避暑胜地。位于桥头镇东侧的元朔山(老

爷山)风景林区，以“丹崖翠壁、石磴盘梯、苍松蓊翳、川流萦带’’而闻

名遐尔。“夕照流金’’、景色秀丽的金娥山(娘娘山)小片天然林区，以

其奇光异景，神话传说，使游客流连忘返。位于大通西北部的宝库林

区，是青海省重要的天然水源涵养林区，森林密布，河水清澈澄碧，泉

眼星罗棋布，令人神往。鹞子沟、茶汗河省级森林公园，更是以如诗如

画的景色吸引着八方游客。

大通林业的开发历史可追溯到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期。从

后子河乡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饰彩陶盆及这一带出土的同时期古

文物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居住于此的古代先民就依赖着“水草丰～

茂，树木阴翳”的自然环境繁衍生息，并广泛使用木材，改善自身生存
， 条件。明洪武十九年(1386)始有移民垦荒种田，随着种植业兴起，农

作物面积不断扩大，加之伐木修筑新城、长宁、西宁等城堡，森林面积

不断缩小。但直到明末清初，今脑山地区的向化、东峡、桦林、药草、宝

库、西山、青山、青林、多林、逊让等大部分地带，仍保留着大面积的原

始森林。顺治四年(1647)，随西藏哲蚌寺顿珠嘉措来大通创建郭莽

寺，大通的森林逐渐被广惠寺等藏传佛教寺院拥有，这些寺院注意山

林保护，使大面积森林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免遭破坏。进入清朝后期和

民国时期，因社会动荡，战火频仍，加之统治者对林业进行掠夺式经

营，使森林再次遭受极大破坏。尤其在马步芳统治青海期间，为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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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聚财，于民国27年(1938)至民国29年(1940)，连续三年对鹞子沟

一带森林进行肆无忌惮的砍伐，共获取木材17．7万立方米，使3．56

万亩原始森林荡然无存，至大通解放前夕，北川河及其支流河谷两岸

的森林已是残破不堪，到处是残败林相。然而植树造林的传统却在民

间源远流长。自明代以来，随着先民的定居和种植业的发展，大通地

区农民个人由房前屋后的零星植树，发展成为宅旁、村旁、路旁和水

旁的“四旁"植树。民国16年(1927)林竞担任西宁道尹，通令各县民

众开展植树造林。民国27年(1938)青海省政府改组，把植树造林列

为全省六大中心工作之一。至民国36年(1947)造林规模逐渐扩大，

10年中共植树253．2万株，平均每年植树25．3万株。民国中期以

后，政府部门迫使农民自备树栽，工具和El粮无偿栽植；力Ⅱ之乡、保、

甲长的督促，军警的威逼，及由此而引出的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因

此植树便成为大通各族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千百年来林业经营活动模式

单一，森林面积不断缩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大

通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将林业生产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位置，从

护林防火人手，在保护原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开展了育苗、造林、封

山育林等工作，使全县林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40多年间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在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通县被

列人“--=ll二"防护林建设重点县，从此全县林业生产更加得到了长足

发展。

育苗是林业生产的基础。1952年，建立了大通县城关苗圃，当年

育苗27亩。农业合作化后，积极发展社队集体育苗。1957年，全县育

苗面积达1265亩，其中国营育苗182亩，社队集体育苗1083亩，出

圃苗木约60万株，育苗树种以青杨为主。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后，大通县育苗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队队办苗圃的情况，集体

苗圃最多时达320多个。育苗树种也有了新突破，开始引进北京杨、

新疆杨等，试育青海云杉、白桦、白榆、落叶松等树种。1 972年，育苗



亩，比1957年增长38％。至1979年，全县育苗面积

达6979亩，其中国营育苗71 3亩，集体育苗6269亩，当年出圃苗木

300多万株。1980年全县除国营、集体育苗外，还涌现出110个育苗

重点户，其中药草乡半沟村王成业，当年培育针、阔叶苗木达71万

株，受到省、县表彰。1987年起，将全县育苗质量差，经济效益低，资

金不足，零星分散的704处苗圃，采取逐年集中、兑换、调整的办法，

向海拔2600米以下地区转移。至1989年，全县建立总面积为1099

亩的大型乡镇骨干苗圃10处，作为商品苗基地经营，全县育苗走上

了规范化、商品化道路。1996年，全县苗圃形成以乡镇骨干苗圃为主

体，零星苗圃为补充，国营苗圃做调剂的格局，苗圃总面积为31 37

亩，其中国营苗圃5处，面积784亩，乡镇骨干苗圃15处面积达1472

亩，乡村小苗圃881亩。

植树造林是扩大森林面积、增加森林资源的有效措施。新中国建

立后J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积极贯彻落实“谁栽谁有’’的林业政策，每年

都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和广大群众植树造林。1952年，号

召农民开展合作造林，按树苗、亩数计股、发给股证。当年造林2165

亩。1953年起国家对社队集体造林给予补助。1957年造林面积达

2．188万亩。1958年开展大兵团突击造林，并大搞飞机播种造林，造

林面积有很大增加。人民公社化后，树木作价归社，“大跃进”中搞“车

子化”、“木轨化”，许多集体林木被砍，挫伤了群众植树造林积极性。

至60年代初，造林面积大为减少。1962年全县造林仅国营造林60

亩。1964年起全县林业生产开始复苏，当年造林1733亩。1966年造

林面积6400亩。“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部分地区将社员经营的零星

树木收归集体，造林处于徘徊状态。1970年后，林业生产又再度引起

重视，农村先后成立社队林场、林业专业队100多个，人员1000多

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整了林业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造

林积极性。1979年大通县进行“三北"防护林建设体系规划，1980年

“三北”防护林一期工程造林开始，1981年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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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县成片造林面积达9080亩，四旁植树261．4万株。1982年起，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按照适龄公民每人每年3个义务植树

劳动工日的规定，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由于坚持“国家、集体、个

人一起上”的造林方针，实行科学造林，造林面积成倍增长，造林质量

大为提高，群众性种草种树热情高涨，造林重点户、专业户迅速发展，

最多时达447户。至1985年，在“三北”防护林一期工程中全县共造

林13．1万亩，四旁植树2044万株，营造农田林网110万株。1 986年

起，全县造林朝着“狠抓质量，注重效益，造林前搞好规划设计，造林

进行提前整地，坚持按规划设计适地适树、科学造林"的方向迈进，逐

步从速度型造林转向效益型造林，改变了片面追求造林速度，造而不

管的局面。1991年4月，县委做出县乡主要领导承包绿化点的决定，

当年全县办领导绿化点56个，造林7727亩，至1996年发展到65

个，6年间共造林3．67万亩。领导绿化点的开办，体现了党和人民政

府抓林业的信心和决心，促进了全县造林进程。从建国后至1996年，

全县累计造林85万亩，四旁植树6000余万株。森林资源持续增长，

宜林荒山面积大为减少。

森林保护工作自县人民政府成立伊始就引起了县委、县人民政

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针对元朔山林木盗伐严重的情况，县委、县

人民政府举行群众大会，讲解护林政策、整顿护林组织，对元朔山实

行封山加以保护。1953年，重新划分出森林权属后，林区各乡(镇)纷

纷成立护林委员会，开展护林防火运动。1963年贯彻国务院发布的

《森林保护条例》，各林区均聘请半脱产护林员，建立各项制度，加强

森林保护工作力度。同时，从60年代初，县林业部门开始进行森林病

虫害防治工作，用飞机喷药、人工防治和烟雾剂等防治柳毒蛾、桦尺

蠖和苗圃地下害虫。1980年全县森林病虫害普查后，针对蚧壳虫、蚜

虫、叶蝉等危害青杨严重的情况，又连续几年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工防

治。护林防火工作进入80年代后，进一步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

各林区调整加强了护林防火组织，配备专职护林员200余人，兴修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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