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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逮

新邵县位于湖南省中部．雪峰山东麓，属半山半

丘陵区，总面积1792平方千米。山地约占一半。县域

中部．群蜂雄峙，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136座。气

候土壤宜于多种树木的生长。民国时期，境内森林资

源丰富。婪时交通不便。木材销路不广，经济落后，

自用材少。虽然90％的农户烧柴．每年消耗约30万吨．

但大都利用树枝落叶．复层林下木以及5万多亩灌木

林。以成材树主干为燃料的极少。加之族规乡约，禁

山严厉．所以森林资源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毒使青山

常在．森林茂密．盛而不衰。至解放前夕，全县境有

350多万立方米的活立木蓄积。但人工营林很差，采种

微乎其微，育苗则是空白。迹地主要靠树蔸萌芽，飞

籽成林，天然更新。政府虽号召荒山造林，井提出奖

惩条规，但响应者寥寥无几，行动更迟迟不前．政府

对此也未采职更有力的措施。因此。只有一些四旁檀

彳寸：}口小块的人工林。境内47万亩成片荒山．一直沉睡

不醒。 。

1949年10月新邵境域解放。1951年冬建新邵办事
● ‘

l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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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速

处，行使县级权力。1952年4月建县后．中共新邵县委

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保护森林。从此．人工造林才成

为营林的一个重要环节。当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

广大农民对新分到的山林爱护备至．积极响立党的号

召，封山育林，上山造林‘但技术落后；苗本缺乏，

只好挖野生苗栽植．成活率低。1953年人工育苗成功，、

面积虽少，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造林主要还是用

野生苗0 1956年8月．农林水利局分开．成立林业局。．．

林业局总结吸取了“一山造林两山空，，的教训，发动

群众采种育苗．加强造林的技术指导，改野生苗造林

由人工育苗造林。其时国家建设蓬勃兴起．需要木材

颇多。新邵县每年呆伐的木材，由1951年万泉立方米，

增扣到5万多立方米二但这段时间总的术材消耗量与

生长量大致相等，采伐迹地又及时得到更新。新邵依’

然造林茂竹丰。冬，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在新邵进行森。

林资源调查，仝县林业用地有189．56万亩，森林覆盖

率48．7％：活立木蓄积量347．66万立方米．占垒省总

蓄积量的1．23％o歹j垒省县级第30位。楠竹林29．32

万亩，立竹2424．09万根．．且大部分是眉围8市寸以上

的大竹。垒年用嫩竹造纸2863吨。新邵县实现高级农

业社化后．私有山林折价归高级社集体所有。在山林

折价入社中．⋯太部分地区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山



概迷

林折价过低．一般的是实际价值的10％左右．最低的

只1％，且没有兑现。更有少数地方一个会议便宣布

山林归公。山林如此不值钱．导致了在折价入社前后

出现全县性的乱砍滥伐，滥砍了万余立方米术材。

1958年，在急于摆脱落后面貌的情绪指导下，全

面大跃进，大刮样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干

扰了林业的正常生产。中共新邵县委提出一年要消灭

40万亩荒山。于是，一个乡或几个乡组织大兵团作战，

坐山造林0。由于要求过高．造林不顾质量．任务超额

完成，实际收效甚微。是年冬，建立人民公社，愿农

业社所有的山林，私人房前屋后的树木，无偿转为人

民公社所有。新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群众认为

簟大众的山"与个人无关。山林处于无主管理的状态。

护林管林没有规章制度．山上的树要砍便砍，谁也不。

敢干涉。当时备行各业都在跃进．都需要大量木材。

为了保证木材供应，县成立了竹木生产领导小组，负

责采伐调运竹术。全县组织4000多人的专业采伐队伍：

用大兵团作战的形式坐山砍树。丁；可所有权，不计数

量，不给价款(木材公司除外)，砍倒运走。尤其是

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需燃料多，两年多时间，

溪河两岸、村前屋后的古木大树，交通方便处的森林，

大部砍光。丘陵区30多万亩马尾松林．90％砍成残林o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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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较肥沃的平缓迹地，过半教开垦成耕地。从1958

年到1960年，全县共消耗活立木165万立方米，其中

国家收购木材14．2741万立方米，折活立木为20万立

。方米。砍倒后没有运出而腐烂的7300立方米，用于建

房和做家具的5万立方米，其余130多万立方米活立术

付之一炬。全县出现了林业用地减少，有林地减少，

蓄积量减少的“三减"局面。林业元气大伤。

．1961年2月．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和Ⅸ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羚，着手纠正“五

凤"错误，确定山林权属，改变无主管山局面。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四固定’’工作。将原来属于公社或大

队所有的“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固定到生产队"．o

山林固定工作走了过场。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的规定(试

行草案)势：县林业局局长王梅奇率工作组在龙溪铺

公社李家岭大队搞试点．调整和确定山林权属‘解决!

大跃进时．国营大形山林场与李家岭大队、李家蛉大

队与周边大队、．大队与生产队，以及集体与个人之间
· 的“一乎二调"问题。贯彻“国遣国有、社造社有、

队造队彘。房前屋后零星植树永远归个人所有"的林

业政策。并建立护林组织，重新安排护林员。试点结
束后．．便在全县铺开。80％的地方山林固定到生产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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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到了‘‘山有主，主管山"。国家收购木材任务也控

制在年购20000立方米以内，其后降到6000～3000立

方米。县局迂对营林生产给予适当的补助。群众经营

林业的积极性初步调动了起来o ，

‘

1964年冬。开始办杉木林基地，林业生产走上新

的建设道路。基地造林是先规划设计：然后训练技术，

按质量要求组织造林，国家给予经济扶持。每新造一

片林便办一个林场。有专业人员管理，成活率较高。

现在都阔的人工林．大部分是这段时间造的。但男一

方面，正处“文化大革命"之时，无政府思潮泛滥．

林木采伐再次失控。有一段时期每天有1000余人进入

林区购买树木。个别外县来的人，也坐在山上，冒充

山主，就地卖树．。年砍伐木材在20万立方米左右。

1969年选25万立方米。后县革委会分别派出工作组进

驻滥砍严重的山区大队，宣传政策，制止乱砍，才控

制(主局面。这一次冲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是难以弥

补的。使本已伤了元气的林业，在创伤上又加创伤。

过去留下的原始次生林基本砍光，还砍伐了大量的中

幼林．使后续资源难以为继。到1976年全县林业用地

137．24万亩，活立术蓄积量79．88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35．6％。活立木蓄积量比1956年减少267．78万立

方米．减77％，森林覆盖率降低13．1个百分点。竹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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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7万亩，立竹2027万根．分别比1956年减少6．65

万亩和397．09万根。竹材平均眉囤也小了6厘米左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林业秩序有了好转。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

设为主．为林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d人们在

拔乱反正中，对林业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回顾建县以来的近30年，新邵林业曲发展，经过艰难

曲折，在造林建设上成效显著f在资源开发利用上教

训深刘。长期以来没有把增加森林资源摆在一个-晗当

的位置，工作指导又有“左"的错误。林权异动频繁，

林业政策多变。过紧的林业资金，可以说是杯水车薪。1

过低的木材价格，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百把“斧

头"砍树，职之于林太多，一把搿锄头"造林．用之

于林偏少。林业发展．举步惟艰。新邵县在50年代，

是全省一个“林本分布成块，资源较多”的产材县，

到70年代束成为全省29个木材销大于产的县份之一。

木材和林尉产品的供需矛盾突出，自然生态环境进一

步恶化。进入80年代广大林业战线上的干部职工：和林

农，在新邵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吸取历史经

验教训，+、迎难而上。1981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

开展了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定好责任制的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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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工作。。定权定心，有权有利，有利有责。大

京对发展林业信心倍增。新邵县委因势利导，从1986

年起连续5年．每年召开一次规摸宏大的林业会议。

县人大又于1987年作出了“力争三年消灭宜林荒山。

五年实现绿化》的决议。及时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实

际工作中去，每年都扎扎实实地开展大规模的“消灭

宣林荒山"的造林活动。各级领导身先士卒，带头造

林。县委14个领导办了12个样板点．23个山头，7600

多亩山地。县委书记葛汉栋在伏秋整地时，四上八合

凼．与群众一道垦山打凼。县委副书记王德戎在铜柱

滩连续参加造林劳动17天。各乡、镇、村多方筹集资

金．增】}口劳力投入．荆用现代科技开展飞摇造林。至

1990年．5年时问，自筹赉金191万元．投入劳动工目

341万个．造林54．39万亩，其中飞播造林39万余亩，基

本上消灭宜林荒山．实现了县人的鼠愿。成为邵阳市

“消灭宜林荒山第一县’，、搿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

在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夺取更大胜利，1990年

县委发出号召．。再接再厉早日绿化新邵大地。1991年

县人大作出全县力争五年实现绿化的决议。1993年县

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速造林绿化．发展高效

林业的决定”。林业部门根据大面积荒山已经消灭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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