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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林

2007 年 11 月荣阳市被授予中国石榴之乡荣誉称号

荣阳市副市长王和祥在领奖台上(后排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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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荣阳市首届河阴石榴文化节开幕

2007 年 9 月时任郑州市政府副市长王林贺到

荣阳市视察高村乡石榴基地建设



2008 年 3 月荣阳市委书记杨福平(左) 政协主席李建东(右)

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荣阳市风沙源生态治理



荣阳市生态廊道建设

封山育林



序

盛世修志，千秋大业，总结历史，服务当代，昭示未来，是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的工

作。 《 郑州林业志·荣阳县卷》编篡委员会全体同志近一年来，不论酷暑还是严寒，埋

头伏案，查阅、整理了大量资料，精心撰写，细心校核，终于编写出来阳有史以来第一部

林业志。

荣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有关资料介绍，

古代荣阳林密树多，森林资源相当丰富。由于地理位直险要，素有"两京襟带，三秦咽

喉"之称，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曾发生于此。连年战

乱使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森林存量极少，仅有 5000 亩。此

志书采用篇章节结构设篇立目，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了荣阳近 60 年

林业发展的历史进程，重点记述改革开放以来荣阳林业的变化、发展情况，实事求是地

记载荣阳林业各个时期的成绩和过失，突出行业特点和地方特色。

来阳处于黄土丘陵向黄淮海冲积平原过渡地带，地形大体分为低山、丘陵、平原、

河滩四类。尤其是北部部岭十年九旱，水土流失严重，植被稀少，山体裸露，是省会郑

州风沙产生的源头。

进入新世纪，一场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在昔日的古战场大规模展开。市委、市政

府把退耕还林作为改善生态环境，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程来抓，重

点实施了陡坡耕地还林和坡耕地造林。同时启动风沙源生态治理工程和森林生态域

建设。强大的宣传和优惠的补偿政策，群众造林热潮空前高涨，从年逾花甲的老人到

带着红领巾的孩子，从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到时尚的城市人，在荣阳的大地上，到处都有

人们植绿护绿爱绿的身影 。

荣阳的土地大多是山地、坡耕地，土质疏松，不保水不保埔，新栽的树苗缺水就干

枯，大家就一桶水一桶水的往山上挑，有时候浇一桶水要走三四里地。林业部门工作

人员在造林时期，和群众同吃住，过了春节就上山，下山已是近年关，每年的下乡时间

长达九、十个月。冬春，黄河岸边呼啸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酷夏，冒着 30 多度的

高温检查验收。林业规划上，突出生态建设与富民强市同位，生态与效益共营的发展

模式，在营建生态公益林同时，为农户选择核桃、石榴等生态经济树种，大力发展生态

经济林，增加农民经济收入，解决农民造林的后顾之忧，使荣阳林业跨越式发展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如果说"造林热"是一场方兴未艾的创业之歌，那么大户造林则是一个富有活力的

发展音符，激起一层层"绿色浪花"。对非公有制大户造林，给予重点扶持，土地可以采



取反租倒包、入股等形式，承包期限 50 年不变。优惠的政策吸引起了省内外各界人士

植树造林积极性，全市 500 亩以上造林大户达到 10 余户，非公有制造林占全市造林面

积的 90% 以上，一些过去长期得不到绿化，绿化不好的地方如今郁郁葱葱，来阳林业建

设逐步走上"政府得绿、社会得益、群众得利"的良性发展轨道。今日的荣阳满目青山

苍翠欲滴，江河绿带蜿蜒相依，林荫公路纵横交错，乡村城镇鸟语花香，生态环境得到

了明显改善，水变清、山变绿、城变美、人渐富。

"十五"期间林业发展数字表明:全市新造人工林 17 万亩，其中利用退耕还林、风

沙源生态治理工程造林 15 万亩，全市有林地面积由 9. 6 万亩增加到 15.5 万亩;活力木

蓄积由 44 万立方米增加到 73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 13.2%提高到 20.08% 。工程

任务繁重、标准要求高， 1 年的任务相当于过去 4-5 年的任务。

斗转星移，岁月如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荣阳人民用勤劳与智慧耕耘着每一

块林地，用艰辛与汗水浇灌着每一棵树木，造就出一方优美的自然环境。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是荣阳人民的责任，更是全县林业工作者的职责所在。生命离不开绿色，森林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愿青山常驻，

绿水长流…...

来阳市林业局局长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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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荣阳市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山川秀丽，四季分明，地上地下水资源丰富，适合

多类农林业物种、树种的生长。据有关资料介绍，古代荣阳林密树多，森林资源相当丰

富。随着历史的变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森林仅有 5000 亩。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林业建设极为重视，为发展林业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法令

和措施，推动了荣阳林业的发展。

1952 年元月，荣阳县政府批示下发了农政字第一号"关于今冬植树造林的指示"，

要求每人栽活两株树，并争取多栽柿树或其它果木。当年"四旁"植树 28 万株，成片林

营造 2000 余亩。 1958 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乱砍滥伐林木，荣阳农村"四旁"和成片林

或半成林几乎砍光，使林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1962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

确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山林资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荣阳林业生产又有了新的生

机。 1964 年，荣阳县林业局在南部一些山区社、队进行合作造林。 1969 年，新密矿务

局在北部部山地区建立了部山林站，并与邱山地区一带社队进行了合作造林。到了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荣阳林业再遭劫难。据 1976 年统计，全县荒山丘陵保存成片林

木 6.5 万亩"四旁"植树 170 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18 万立方米。

1978-1990 年，是林业生产振兴和新的发展时期，各级机构重新建立，林业科技

人员归队，林业生产迅速恢复。 1981 年 10 月，荣阳县林业局在庙子乡二郎庙村开展

了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作。 1982 年，在全县展开稳定山权、林权，建立不同形式

的生产责任制，给群众划分自留山、责任山，颁发林权使用证。平原林业积极探索新的

办法，实行"统一规划、树随地走、苗木自筹、谁栽谁有"的政策，调动了群众造林的积极

性。国家关于"植树节"和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决议颁布以后，平原绿化达到高潮。

1988一1989 年，两年共完成四旁植树 213.4 万株，完善林网间作 50 万亩，绿化沟、河、

路、渠 700 千米，平原农区 85% 以上的农田实现了林网间作化，基本形成了点、带、片、

网相结合的综合防护林体系， 1989 年达到了林业部颁发的平原绿化初级标准，跨入全

国平原绿化县(市)行列。

20 世纪 90 年代，荣阳县调整林业产业结构，实施河南省西部农业经济综合开发，

荣阳充分发挥近郊型区域优势，闯品牌、创精品，大力发展经济林。并以公司加农户方

式，实施集约经营的战略，出现一批"公司加农户"经营模式的林业大户，为荣阳林果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苹果引进了红富士、嘎拉、乔纳金、美八等品种，面积发展到 3.

4 万亩;冬桃发展到 5570 亩;石榴发展到1. 6 万亩，小杂果发展到 2. 26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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