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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鄂．III市林韭‘志》经过两年的努力。现在已经付梓了，这是

我市有史以来曲第一部椿业专志。比较系统地保存了鄂州椿业的

史科，为振兴奉市林业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它的闻世，

是鄂j11人民的-#-g,。也是各级组织大力支持、编写人员辛jl：『

劳动的结果。 ．

鄂JIl。地处鄂东南部，傍江倚湖。出于自然条件的限朝。孝

椿资源向蔫贫乏。建国营。森林覆盖率低．木材蔷求紧缺。历fll

有识之圭对林业曾一度下过一番功夫。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露，

成绩不著，至于载‘诸史册的林韭资料更寥寥无几。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鄂州的林业有了新的发

展。全境开展了大面积的人工荒山造林。特别是党的-!----届三中

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大摘全民义务植树。

我市林业进入了一个振兴的新时期。使l 6 0 l平方公里的鄂j8

大地l甘貌换新颜。目前已拥有4万佘亩粟子杉木基地。万亩新溯

意杨基地。近万亩沼山油茶椿基地，森林覆盖率达7．8％。特

烈’是西lll，这块·万古山石晨灵秀，千年花树竞争春一的胜地．

今天更是万松挺秀，百鸟和鸥。中外游人趋之若鸯。使千年古都

大为生色。

丽粟子杉木基地，幂是4杂草丛生，粥棘遍地竹，如今已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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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波浩满。都郁；÷叶邃云_!；：；，豫栋巨干蠢蓝天的美景；袋舍?

辕农组织曾先后大次组织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刭实地考寨．受到

了国际友人的赞许和好评。

然而我市在发展林业工作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认．i}l和jf4用先

进的林业科学技术不够，林业生产仍处于落后状态；历史遗留下

来的块材：少林。荒山的it]貌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约优良传统。为了使人们莆有所稽，

今有所依。后有所鉴，《鄂州市林业志》编写组。坚持了以马克

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运用历史唯兹主义和辨证唯勃主义的

观点，将大量保安的资料如实地记入了本志。我认为：对。存史一．

。资治竹、 。教化竹。特别是对广大读者研究鄂Jll林业，进丽建

设鄂州，振兴鄂州林业有很大的作用。它是一部较好的地方读物。

读罢之余，兴奋不己．特作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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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英 月l

--九AA#+月二十五日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觉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唯物辨证法和唯物史观，’

坚持四项基本原剜，：!上实事求是的态度编写面成。

二。本志时闻断限，接丑详今略古_的原赠。下限断至l 9

8 6年·

三、本志篇甚。接口以类系事竹， 薯事以类从竹的嚣刭，依

专业分类设篇目。结构形式和层次名称，采用章、节、哥，以事

命题。全书分自然环境、森林资熏。林业生产、森林保护、竹未

经销、出林权属、栋业科技。投资产值、机构沿革、先进典型等

十章，及【录】．【附】、后记等叙述。

四．本志体裁。运用志、记、表。图。录、附相结合。以文

字为主，横捧竖写。图表随文附载。以便查核。大事记采取编年

体。章节中的附件妁用f尉】标明。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引文除外)。文字力求严谨。朴

实、简洁、漉畅、运俗。 ．

六．本志使用年代为公元纪年，历史纪年用汉字。括号内加

注公元年代。计量使用：长度为公里、米、厘米及市尺；重量为

担、市斤；面积为亩(1 5亩为1公顷)，平方米；体积为立方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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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1iJ地高柱海拔，以黄海高程；符号，公元纪年兵日，又讥计数

字采甩阿拉伯数字；概略数字采用7i、千；科学甩字用英文；其

余一律用汉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是l 9 7 8年1 2月，。十

二大一是l 9 8 2年9月1日召开。

七、本志中的称谓及地名，均依当时历史习惯称呼。历史地

名一般加括号注以今名。各种名称一般用全秣。仅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前(后)。简称建国前(后)；中共鄂城县委员会、鄂城

县人民政府(人委)、中共鄂jfl{审委员会。鄂州亩人民政府，均

依历史阶段简称县(市)委、县(市)政府、人委，革委会系文

化大革命中l 9 6 8年建立。l 9 7 8年嫩消。概括全境称谓以

。本县竹。 “本市一、 g本境一。

八．本志资j13}大部分采裔市档柒馆、市林业局档案室年度总

结及报表；夕量采自省档案《餐书)馆。雀林业厅、市气象局及

退休干部的口碑；部分数据采自市统计局、。成宁地区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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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述

鄂州市自三国吴黄武酋一年(卑魏黄初I二年，公元2 2 1年)

至中华民国二年，沿祢武昌。I 9 I 4年更名鄂城县。民国初期，

先属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寨区，后属省第一行政督寨区。鄂南行著，

直至建国前夕。建国后。初属大冶专署。I 9 5 2年改属黄冈专

署。l 9 6 0年曾改为专辖市，I 9 6 2年复为县。1 9 6 5年

冬划属成宁专署。I 9 7 9年分城区置鄂城市，市芸并存，复归

黄冈专署管辖。l 9 8 3年8月。县。市及黄j|i{镇合并升骆为省

辖市。

本境位于东经l I 4’3 0’一l l 5’I 5’，北纬3 0。

O l’一3 O。3 6’0 5"之问，版图近似人字塑。北有长江。

中有武大铁路。腹地港湖圈布，公路纵横，四通八达。交通极为

便jf|l。现有行政建制：县级区2个，农村派出区4个，乡f镇)

2 7个．国营农椿养殖场I 2个，3 3 5个村，4 2 0 2个村民

小组，5个街道办事处。2 2个居民委员会，2 3 0个居民小组。

2 l 3 8 4 7户，总入口9 2 2 8 9 6人，其中农韭户l 7 9 3

5 5户，农韭人口7 2 7 0 8’8人，耕地面积为7 6 0 8 6 0亩，

人均耕地O．8 2亩，现有劳动力3 l 6 7 3 8个，劳均耕地2．

4亩。

本境属丘陵平原潮区，主要山峰有高峰山、白雉山、沼山、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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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卦山．西山、麻羊垴等，最高点以高峰山内四峰尖，海拔4 8

5．8米，最低点以梁子门。海拔l I．7米。西山为历代文人

如尚侃．车瓶．李白．元结、苏拭、欧阳修。黄庭坚等茎萃之地；

麻羊垴一带曾为革命活动地区，古迹尚有唐自居易香山精舍遗迹；

度地平原湖区，土质肥沃。除利于大量种植粳棉油等农作物外，

也为植树造林的有利之地。

境内森林资源。向晨贫乏。除有常见树种3 0 0余种外，野

生珍稀树种极少。由于毁抹舞荒，建设占地，林地面积逐渐减少。

I 9 8 6年林业用地只l 9 4 4 2 2亩，其中有特地l 3 l 9 5

I亩；各种树木蓄积量为3 3 7．2 7 l立方米；木材供需矛盾十

分突出。建国前及初期木材为外迸。但销量滞，且多用杉材。七

十年代期间由于工农业建设的叟展，用材量大，境内用村非常紧

张，除木材公司派贯遍布奎国各地每年采购杉、松杂材3 0 0 0

-5 O 0 0余立方米外，城乡个体户亦列各地采购新材或1日料经

销。垒市年销材量约2万立方米。

建国前，本境群众无大面积造林哥尚，只有零星小块栽植，

亦或飞籽成转。封山蓄树。民国年阅．政府只干醢时大总统孙中

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号召尹众植树。虽再三强调兴建农林场，劝

导或强迫群众植树，但一无是举。
‘

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林业发展，市(县)、区、乡(镇)

各级。均设有林业职能机构。林业职工逐年增加：l 9 5 2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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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 9 5 6年4 7人，l 9 8；年2 2 7人。l 9 8 6年2 7

2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业科技也有较大的发展。I

9 8 6年止拥有各级科技人员5 8人，先后开展科研活动，指导

群众育苗、造林、森林资源清查、病虫害普查．林业区划，从而

推动了林业生产均发展。

建冒号到1 9 5 5年，各象政府颁发了一系列保护与促进林

业发展熊政策。林业部门协助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小面积造林活动。

林业生产开始起步。

l 9 1 8年开始发展社队林场。I 9 6 0一一l 9 6 5年全

党动手?全民动员，书记牲婶，全县大力开展“三治竹、 “互改竹

运动。蛛监部门认真贯彻“三自竹方针，f自采种、自育苗、自

造林)。积极推行“山区以蓄为主，蓄遣并举，平原丘陵地区以

遣为主， 造管并举竹的方针．同时。大抓“四旁竹植树， 发展

。垸子林”’。此时是本境造林高潮时期，也是效果比较好的时期

之一。仅l 9 6 1年造林面积达3 8 0 0 0亩。居历史之冠。但

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指导不及时。造林质量差。成活率不高。

l 9 7 1年后着重发展杉木林，建设梁子杉木基地，狠扳社

队办林场。林场建基地。同时集中连片造林，大力营造速生丰产

林。出现了以涂镇、公友连片的杉木基地，以沼山林场为中心的

油茶基地，以麻羊垴林场为中心的林场群，为群众造林起了示范

作用。呈现“有场就有林，场好林也好"的新局面。不过，在以



上发晨远程中，局部地方出现没有适地适树的倾向。在引种油橄

榄方面有盲目性。全境林型结构也欠合理，比饲失调。形成用材

株多纯椿多，经济袜少混交株少；在成效上造林多，保存少。少

数地方还出现残次林。

l 9 8 0年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林业方针政策，各级林业部门

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纠正了左曲倾向，黄重调整林业内部

结构。在抓用材林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果木林；在注重发展·白

区、丘陵造林的同时，大力推进平原绿化，劳大力发展速生辛产

栋。1 9 8 3年在巩固现有基地墓磙上开发了新浏意杨基地。在

政策上，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实行多种形式责任制，将现有的

荒山．荒滩、荒地承包给群众造林、限期绿馋。鼻大力开展全民

义务植树运动。贯彻了国家、集体、+x-齐上的方针。至1 9

8 5年止已有省办国营林场3个，地方办林场f所)2个，二种

体制共经营面积2 5 2 8 8亩，乡(镇)衬组办林场3 4 5个，

经营面积9 l 2 3 l亩。重点户1 l 1个。经营面积1 2 8 l 2

j．

暖。

在森林采伐上，曾出现过较大的过饯和乱砍溢伐现象。一是

l 9 5 8年“大跃进”、4大办钢铁竹砍树烧炭炼铁，及l 9 5

9--1 9 6 1年三年自然灾害毁株开荒种粮，森林遭受严重破

坏，群众斥为“吃祖宗饭，砸儿孙锅”。再是l 9 8 0一一l 9

8 2年划分责任山时，，少朔c J<-时对搞活经济政策有误解，认为



分给自己的山可以砍，因此造成了一些破坏。

1 9 7j 9一一1 9 8 5年随着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稍止乱

砍滏伐的布告》及《森林法》(试行)草案等有关法规的公布，

县(市)委、县(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

乱砍滥伐。依法严肃处理了几起毁林盗林案件，逐渐镧止了乱砍

溢伐歪风。使造林护林逐渐向健康方向发展。

建国三十七年来。随着林业体制曲不断调整改革。生产逐步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育苗造林，由点到面，由国营刭集体。出零

星分散到集中连片，由单一化树静到多样化树神；由．1i陵列平原，

取得了较大成绩。

然而。本境林业发展状况与历史比，有巨大的成绩，但对全

市人民的需要及政府的要求鲻显示缓慢与不足。主要袭现：绿化

速度慢。经营水平低。究其原因：一是有的领导对森林的三大效

益(生态、社会、经济)认识不足，不够重视，资金投入少；二

是林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开展不够，开拓精神不足；三是法制观

念淡薄，乱砍滥伐林木的现象时有发生，某些地方还比较突出。

本境林业资源尚有很大潜力：今后，如能提高认识，加强领

导，深入开展林业科学研究，广泛宣传发动。以法治林。剐鄂州

市的林业前途。大有可望。



大 事 记
一

公元3 3 0年前后。东晋名将掏倪镇守武昌时。常课诸营自

西门外至西山麓之大道两侧遍植杨柳，世称“陶公柳竹， 又名

“武昌柳竹，亦称盘官柳竹。

公元l 8 7 1年(清同治十年)，邑人刘驭翔，于雷山复植

石上梅。

公元i 8 7 4年(嗣治十三年)，知县宗景藩捐廉俸于浙江

买鲁桑万袜，分给农民栽植。民闻呼为“宗公桑竹。

公元l 9 2 4年(民国十三年)，鄂城县政府立碑，明令保

护西山风景区。 ’

公元i 9 4 4年(民国三十二年)元月1日，鄂城县政府在

龙灵乡第四保祥胡新屋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提倡植树。严禁砍

伐(战乱期闻，因故中停，到2月3日继续开会)。

3月l 2日，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八周年纪念日，县长魏越

．亲领同仁在县府驻地石骨桥及孙家山一带植松。杉、竹2 5 0 0

多株。

公元l 9 4 7年(民国三十六年)元月，筹建鄂城县农林场，

干部3人。工人6名。

1 9 5 0年3月。鄂城县人民政府设实韭科。林业属实业科

领导。8月，筹建西山林场。f异年i l月西山林场改晨大冶专
～60



署实韭科管理)。 、

同年大冶地区党委书记张体学率领干部和工人，上西山植树造林。

1 9 5 1年，全县育苗2 2亩。3月1日。大冶专署在段店

区榨屋乡马垴骨山建立“湖北省大冶专署鄂城苗圃竹。主要培育

经济树苗。

l 9 5 2年，中共鄂城县委，将“土改”没收地主约d，林，

分配给农民；各成片大山成立分山委员会，以村为单修剞界，并

组织农民在村有荒山合作造林。

同年，全县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开始，共造林4 2 9 3亩，

育苗l l 0亩。

同年段店苗圃与西山林场同交鄂城县建设科管理。

是年，竹木开始公私合营，属工商科领导，后交供销社经营。

冬，全县进行荒山分布和宜林地情况勘查。

同年，鄂城县政府在金牛镇召开第一次造林代表会议。号召实

行明穴单株栽植，开始要求对已造好幼林锄l-2次草。

l 9 5 4年春。首次开展护．林防火宣传，在山区组织护林委

员会2 2个，护林小组8 9个，元至3月，十二区发山大3次，

被烧面积达4万余亩，烧死大小树l 3万多株。

是年，西山林场首次培育杉苗。

1 O月。县人民政府委托农业社互助组代育移苗，采取包技

客鼍包质量．包工、包销和保证农民不吃亏秘-j。．3召皂一保‘’晶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