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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由序言、凡例、概述至艺文共十八章及后记组成，结构采用章、节、

目三层形式。

二、以近期小陇山林区所在漳县、礼县、武山县、清水县、北道区、秦城

区、徽县、两当县范围为主，但也允许历史上因隶属关系变更而超越此范围的

情况存在。

三、时间上限不限，可延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截止2001年12月底。略古

详今，重在当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四、一般均采用记述体，除序、后记等外，只实事求是地叙述事物本身而

不加评述。

五、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录、照片等。

六、引用古籍原文，除个别有特定含义的字用繁体字外，其余均用国家正

式公布的简化字。

七、数据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而习惯用语、词组、成语、专用名称和表

述性语言可用汉字。

八、度量衡单位：面积统用亩、平方公里(km2)；重量统用毫克(rag)、公

斤(kg)、吨(t)；体积统用立方厘米(era3)、立方米(m3)；长度统用厘米

(cm)、米(m)；公里(km)；容积统用毫升(m1)。

九、时间统用公元纪年，历史朝代须括注；历史地名、政权、职官依当时

的称谓为准。

十、本志材料源自本局各行业、部门、林场、单位历年统计表、财务表、文

献、调查设计成果、档案、专著、刊物、报表和有关地、县地方志、调查、考

察、走访资料。

十一、本志成稿后由编辑人员初审，领导小组二审，编委会终审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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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编纂《小陇山林业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不

仅在于可以真实记录小陇山林区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历史轨迹，更重要

的是还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

小陇山林区作为甘肃省第二大国有天然林区，在发挥森林的综合功能方面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截止1998年10月，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累计为国家经济建

设提供木材350万立方米；综合培育次生林627万亩(tk)；完成荒山造林、灌

丛和低产林改造318万亩，保存161．7万亩；活立木总蓄积由2589万立方米增

加到2771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44．8％提高到55．7％。昔日低产、劣质的残

次林变成了高产优质的丰产林，荒山、灌丛变成了郁郁葱葱的人工林。现在小

陇山林区不仅是甘肃东南部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同时还是西北地区不可或缺

的用材林和商品林基地之一。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在突出抓好现有森林资源的

管护，全面加快公益林建设步伐，着力加强工程资金管理，以及适时调整林业

生产布局，调整林区生产关系和林业产业结构，积极寻求林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初步形成了符合小陇山林区实际的天然林保护模式。

在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建局四十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全局干部、职工，紧

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建设山川秀美的陇原大地再创佳绩。以上文字，是为

序。

甘肃省副省长

200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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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建局四十周年之际，《小陇山林业志》付梓问世，它既

是向四十周年大庆的献礼，又是全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可喜

可贺。 ．

小陇山林区位于甘肃东南部，总面积1245万亩，其中林业用地946万亩。林

区系渭河、嘉陵江、西汉水上游，是我国温带南缘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气

候温和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区内植物种类繁多，是温带向亚热带过渡

的植物基因库，森林覆盖率55．7％。林区地跨本省天水、陇南、定西三地

(市)八县(区)，林区、林缘区共有89个乡(镇)，126．9万人，农林交错，人

口密集。全局现有21个国有林场，15个经营服务单位，为目前全国最大的国有

林场群，也是陇东南地区的天然绿色屏障。

小陇山作为地名出现，可以追溯至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而小陇山林

区作为专用词出现，则始于1940年郭普、程景皓合撰《甘肃西南部天然林调查

记》，上下千余年，历代传承。小陇山林区的兴衰变迁也与时代同步，历史已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曾组织林学专家勘察林区并设立管

理机构试图加以保护和经营，但国运日衰，几度流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建立，小陇山林区迎来了全面保护、建设、发展的新时期。建国初期，林业部

就把小陇山林区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50年，新中国首任林

垦部长、著名林学家梁希亲自深入林区考察。1962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直接关怀下，建立了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小陇山林

区步入全面恢复和初期创业的阶段。1970年前后，虽受“文革"干扰，但林业

生产建设未曾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林区各项事业

得到进一步发展。1983年以来，通过部、省联营屠材林基地建设，建立林业生

产责任制，林、工、商综合经营，林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98年10月开始，

天然林保护工程从试点到正式启动实施，小陇山林区进入以生态林业建设为主，

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建局四十年来，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历届领导班子始终坚持从林区实际出发，

坚持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大力开展次生林综合培育，后备森林资源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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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面积、蓄积逐年增加，林分质量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科教文化

成绩显著，林业产业框架初步形成，林区生产、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开展“兴

林富民，场乡共建"，林区群众摆脱贫困，实现温饱。所有这些，离不开各级领

导的关心帮助，离不开地方各级党政的配合支持，离不开广大林业职工的默默

奉献，更离不开老一辈林业工作者的艰苦创业。

鉴往才能知今，明史催人奋进。《小陇山林业志》的问世，不仅弥补了小陇

山林区开发建设以来有史无志的空白，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志书这样一种形式，

真实记录小陇山林区的艰苦创业史，全面反映小陇山林区的发展壮大史，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对逝者以告慰，生者以激励，来者以启迪。这是历史的重托，

林业职工的期望，更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编纂《小陇山林业

志》的初衷和目的。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党委书记 徐 彬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局长 马 勇

200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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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小陇山”地名的历史渊源，据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著《水经注》

载：“水有二源，一水出县西山，世谓之小陇山"、“水源东发小陇山，众川泻

浪"、“东川水右则温谷水，出小陇山一、“渭水又东南流，出石门，度小陇山”，

其得名时代，至少已距今1500年。在此之后的《元丰九域志》(1075n1086年

编)、《金史》(1343—1345年修)、《明史》(1645--1739年修)、《秦州直隶州新

志》(1889年编)、《水经注校》(1877一1927年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1931年版)、《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1934年编)、《天水县志》(1936--1939

年编)、《清水县志》(1937n1938年编)等文献中均有多处记载。。

·‘水经注'：渭水又历桥事南．而人棉诸县东。与东事水合．亦谓之为桥水也，清水又或为通称矣．

水源东发小陇山，众川泻浪．统成一水。西人东亭川．为东亭水．东亭川水右则温谷水．出小陇山．又西

蓰谷水。出南北蓰溪，西南注东亭川水．渭水又东南．出石门，度小陇山，迳南田县南．东与楚水合，世

谓之长蛇水．

‘元丰九域志)t秦凤路．中．陇城．州东三十五里．二乡．陇城、安夷二镇．有大陇山、瓦亭山、渭

水．中．清水．州东九十里．二乡．白沙、百家、清水三镇．有小陇山．清水．

‘金史)卷二十六：中陇山；按‘九域志)卷三，秦风路秦州清水县。小陇山”．‘元和志’卷三九，陇

右道秦州清水县。小陇山．一名陇坻”，此。中”字疑作。小”．

‘明史'卷四十二：清水州东．东有陇山．有盘岭巡检司．西南又有小陇山．

‘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一t由清水县牛头山向西南来．亘四十里又北而西日小陇山．一名丁华岭．清

水县治西二十里目牛头山．接州境西南三十里日小陇山．东亭水一名桥水，又名清水，俗名牛头水，发源

清水县东南之小陇山．大石。小陇在南，闲道也。卷之八，孝昌元年(525年)春正月，念生屯黑水．歧

州刺史崔延伯击破之，追奔至小陇．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t[小陇山]在甘肃清水县．一名陇坻，亦日分水岭．其大陇山在陇城县东．按

大陇小陇，均陇山之分名，陇山支脉．绵亘陕西、甘肃之界，不仅天水一界也．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五一t陇山一带．静宁，庄浪西(东)及华亭．有火炎山．宝盖山，麻

庵山、大小十八盘山、湫头山、笄头山、龙家峡、美高山．北抵六盘山，南北二百里．东西七十里，皆小

陇山也。竹木林薮，猛兽窟窠。

‘水经注校)t‘尔雅)日l水决之泽为(今作。千”)．之为名，实兼斯举．水有二源，一水出县西山，

世谓之小陇山，岩障高险。不通轨辙．故张衡‘四愁'诗日。我所恩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

‘天水县志'：由马兰岘山而西为小陇山，教化沟之水出也，山有尹道寺、讲经台、伯阳观，相传为关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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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尹问道老子处也．由小陇山折而西为草川铺粟·北村河水之所出也，由小陇山而西南为丁华岭·其西麓

为社棠镇．为安乐峡及北村河之分水岭．渭北崖诸山属县境者述殆尽矣．

‘清水县志'卷之一，又西违北日蔡家山，其小支东北顾者日回龙山．其大支西出，沿渭而止者日伯

阳山。日小陇山，自五花头梁至此统称为小陇山脉(其起讫在牛头河之南，胡可泉‘清水县修学记)称为

小陇逶迤者是也．)．日丰望山，至天水之社棠镇止．自此向南渐趋渐高，逶迤十余里，通小陇山脉之壑岘，

为今赴伯阳衙之大道．卷之二：玉屏山隘在县城东南，即小陇山隘口t可通宝天铁路拓石车站．小陇山隘，

在县城30里．即南道峡，今为通宝天铁路之大道．

“小陇山林区"一词，始见于1940年(民国29年)郭普、程景皓合撰的

《甘肃西南部天然林调查记》，该文指出，小陇山林区范围为天水东部、徽县、两

当县北部。同时，特别提出：“因时势所限，拟于民国29年，先选最重要的区域，

设立小陇山林区管理局，以作试办，而树经营林业的基础与示范，再次第推进

于其它各林区一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现管辖小陇山林区的全部和西秦岭、关山林区的一部分，

上述林区位于甘肃东南部，渭河、嘉陵江、西汉水上游。东接陕西宝鸡、南连

陕西略阳、西至漳县木寨岭岭罗山，北达关山。地理坐标北纬33。30’一34。49’、东

经104。23’一106。43’。行政区跨天水市的秦城区，北道区，清水县，武山县，陇

南地区的徽县，两当县，礼县，定西地区的漳县。目前，全林区有89个乡

(镇)，1920个行政村，30．024万户(其中林区5．6024万户，林缘区24．4216万

户)，126．9万人。人口密度152人／平方公里，为全国平均数的4l％，而林区人

口密度仅为35人／平方公里，为全国平均数的9％。

一、小陇山林区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距今10000年之前，这里就分布着茂密的、针阔混交的原始森林；距今8000

至2000年之间，因突发的五次旱灾，森林分布区域与建群树种均产生较大的变

化；距今约2000年，由于气候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现代的次

生林。

世传距今约4700年，黄帝轩辕氏诞生于山门林场境内石岭河之三皇沟(又

名轩辕谷)；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教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曾设

坛讲《道德经》于伯阳，收天水人尹喜(曾任函谷关关令)为弟子；秦人祖先

非子邑秦(公元前909—895年．)后，曾为周孝王养马于山门林场境内秦亭一带；

党川林场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晚期秦墓、西汉文帝与景帝时期的汉墓文物，有木

板地图、纸质地图、’竹简、秦尺、陶器、漆器、木器、铜器、毛笔、算筹、木

板画等。在麦积植物园雕巢峪三扇崖下，有西汉末年(公元23年一33年)称雄

割据陇右的西州上将军、朔王隗嚣所建之避暑宫遗址。在麦积林场境内，有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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