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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木材公司志》是河南省木材公司的第一部志书。

它以历年的真实资料为依据，系统地记述了河南省木材公司从

1952年成立开始到1986年底为止的全部历史。当中经历了十年“文

化大革命"浩劫，给河南的木材流通工作带来严重傲坏。1978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木材公司通过全面改革，开始走上

健康发展的道路。职工队伍不断壮大，经营业务不断发展，企业管

理不断完善，经济效益年年提高，木材供应工作正向纵深发展，各

级木材公司面貌焕然一新。

这本书，尽管文笔较粗糙，资料上欠全，难免有不尽人意么

处，但它毕竟还是一部行业性专业志书。它对研究河南省木材公司

及其系统的前期历史、近期情况，对木材公司今后的建设和发腱，

必将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崩。‘

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随着经济体制和攻治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入，河南省木材公司及其木材系统在今后势必发生令人喜悦的变

化，我相信这部志书的续页，将会写得更美更好些。

河南省木材公司

经理t王怀堂

198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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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木材公司志》，是河南省木材公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首次组织编纂的第一部企业志书。

．在省物资局及省木材公司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公司编志小组成

员的共同努力，志书终于脱稿，并与大家见面了。志书的编纂，从

组织准备，到收集资料；从设计图表，到复制照片；从志书内容分

类，到编写章节，都做了扎实的工作。它体现了众手成志的特点，

是省木材公司全体职工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志书编写人员和各部

门的资料员呕心沥血共同努力的结果。

志书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省木材公司35车的木材购进、销

售、进口、仓储、加工，节约和供应服务等工作方面的历史，记述了

各级木材公司及其隶属的加工企业在不同时期的设置和发展情况；

记述了全省木材系统及其省公司机构沿革、大事记、人员编制和干部

任免等的变化情况；记述了近期十年的木材企业体制改革、企业整

顿、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以及省公司木材仓库历

经17年的发展建设与经营管理方面的内容。这对了解河南木材流通

工作的过去和现状，为今后进一步搞好木材供应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本志书的编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

中



—生二j噎
《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力求在思想上、政治

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志书的内容方面，力求以记实为主，以年n

代为经，以进销、生产等业务为纬，经纬交错，纵横结合，．努力体现

出河南木材经销和管理工作方面的特色。并力求达到纲目清楚、布

局合理，详近略远和图文并茂。全书共分13章38节，约十二万字。

体裁上包括述、记、传，志、录，图表和照片等。志书的上限为

1952年初，下限为到1986年底。

由于时间短，人手少，经验不足，加上省公司从创建至今，隶’

属莱系多变，造成不少历史资料零乱残缺，因此，这本志书的缺点

和疏忽遗漏的地方，在所难免。对此，诚请大家斧正，愿续页中，

再以臻完善。
’

。最后一对曾支持志书编辑工作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深表谢
，。-J‘

意o

《河南省木材公司志》编辑室
’

1987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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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因大部地区位于黄河之

南，故称河南。古代因居九州之中，又称“中州"，又因是九州之豫

州，简称为豫。全省16．7万平方公里，7746万人，17个地市，110个

县。河南交通发达，陇海．．京广，焦枝三条铁路干线贯通全境，并

分别交会于郑州，洛阳。地方铁路总长度名列全国第一，公路航空

以省会郑州为中心，沟通省内和北京、武汉，西安、．上海等地。森

林资源本省基本是天然次生林，主要分布在伏牛山、大别山，桐植

山和太行山四大山系中。用材树种中偏南部大多是马尾松，杉木、

栎类、栗类，高山上为华山松等，西部和西北部有油松、栎类等。

此外全省到处都有杨、柳、榆、泡桐和槐树等。板栗树的干果是河

南省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泡桐的总株数，蓄积量、年出口量均居全

国第一，为我国重要的泡桐基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河南省水旱灾害不断，工农业生产落后，连年饥荒，饿殍载道，民

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于1952年在

开封成立了中南区木材公司河南省公司，开始对豫西、豫南的伏牛

_山，桐柏山，大别山林区进行了森林资源调查，并建立了相应的木

彩j／



：窒!复=寞煎． 整

材购销点和管理机构。如。洛阳木材作业所，以及嵩县，栾川采购

站，相继修建了短途运输需要的索道、栏河坝等，设法解决林区木材

运输问题。这个时期，主要是管理河南省木材市场，生产经营省内的

木材和栓皮及其它林产品口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对木材需要量

不断增加，木材作为工农业生产的原材料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物

资，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53年10月，将原来的中南

区木材公司河南省公司，郑州集材场和河南省煤建公司(指经营木

材部分)合并。在郑州市二里岗成立了中国木材公司河南省公司，以

后由郑州二里岗迁移至行政区。当时省木材公司除负责全省木材的

市场管理和对私营木商，木材加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外，还不断扩

大经营业务。既经营本省木材和南方木材，也经营北方木材，并对东

北、内蒙木材组织大力推销，实行包下来，’销出去。对城市用材和

农村建房用材，是组织加工成木制品供应。由于机构变化，省木材

公司的隶属关系和办公地址变换频繁，先后从开封到郑州，从省林

业局到商业厅、农林厅和物资厅(局)。中国木材公司河南省公司

和下属的分支公司，长期以来，在人、财，物上是实行系统垂直领

导。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才下放给地方领导。

全省的木材经营，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由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木材销售量118．55万MS，到“六五，，计划时期的木材销

售量为474．84万MS，增长3倍。经历了大力推销，大区包干差额补助

和计划分配的各个工作阶段。计划分配的品种，主要有原木，锯材、胶

合板，软木砖，．软木纸和水泥电杆等。由经营当地材，到经营南方材和

东北，内蒙木材。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的方针指引下，河南省扩大了对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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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木材，胶合板产品的进口。198 5年中共中央下达l号文件，取销

了南方集体林区木材的统购统销，实行议购议销。计划工作的改革，

木材指令性计划缩小了，市场调节部分加大了，纳入全国计划分配

量占国家木材产量的比例越来越小，由“六五"初期的90％左右，

降为1986年的27％o我省分配计划由1984年的78．7万M3；到1986争

降为60．2万M3，为保证生产建设和满足市场需要，弥补计划不足，

金省木材供销系统的广大职工，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做了大

量的工作。1985年，金省购进木材量达到131万M3，其中计划内木

材51．5万Ms， 计划外木材79．5万Ms，是年创历史最高纪录，第一

次实现计划外木材的数量超过了计划内的数量。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木材的经营

工作实现了转轨变型。由原来的单纯计划分配转变为计划分配与市

场调节相结合；对指令性计划进货，采用分片承包的办法；对名优．

出口创汇产品生产所需要的木材，实行优先供应；对重点建设单位，

盈利企业、适销对路产品的工厂和重点原材料生产企业等实行重息

供应。尤其对重点建设项目，专门实行配套供应。大部分地市级公司

实行了按需加工大力发展了成材、半成品和成品供应，方便了用户；

有条件的地市还积极开展了木材综合利用和节约代用的生产。河南

己拥有现代化货场和人造板仓库199．18万M2，铁路专用线4888米，

起重设备，汽车等运输工具计153台，固定资产为3684．06万元，

木材加工厂57个，各种生产设备约有1000台，年生产锯材能力10万

M3，各种木制品生产能力3万M3，年产刨花板15000M3能力的厂

子1个和年产纤维板2000吨能力的厂子2个，钢模板租赁站50个，

钢模板7．2万M2，钢管o．8万吨，钢支撑1．4万根。各级木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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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成为以木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实体。木材的紧张局面较前趋

于缓和。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型的社会主义木材市场正在金省形

成。在今后不断的深化改革中，积极推行和完善各种经济承包责任

制，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木材商品经济，创造出新的经验，把木材

经营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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