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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是哺育人类的摇篮，人类发展史也是森林与人类关系的变

迁史。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

一。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对森林保护的记载，如“斧斤以时入山

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

其生，不绝其长”o招远山民早就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

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大力发展林业生产，毛泽东

“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印在每一个国民心中，而始

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民义务植树更为林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招远林业生产在每个时期均留下光

辉的篇章o 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重点造林，全面护林”和“大力

造林”方针指导下，全县掀起向荒山进军的高潮，勾山大规模综合治

理轰动全国o 60年代海、河滩造林取得重大突破o 70年代毕郭镇

大搞四旁植树，成为全国增柴节煤典型o 80年代，科技兴林，板栗密

植丰产栽培、高接换种经验在全国推广，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及山

楂、柿子等大面积开发和集约栽培，均达到省内乃至全国领先水平o

90年代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启动，林业全面发展。

跨入21世纪后，招远市以“建设秀美山川"为目标，在科学发展

观的指导下，全面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体的林业发展战略，由部门

办林业拓展为全社会办林业，实现了由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巨大

跨越。全市广泛开展了荒山治理，海、河滩改造，绿色通道建设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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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环镇、环村绿化，生态公益林持续增加，杨树丰产林面积迅速扩

大，城市园林化建设、城乡大环境绿化美化、花园式村庄建设步伐不

断加快，林业生产走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造林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全市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显著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招远先后获得全国“绿化先

进县”、“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先进县”、“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和“科

技兴林示范县”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招远林业工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付出

了艰辛努力，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但这部林业史志，绝不仅仅是

林业工作者的创业史，更是全市人民长期坚持植绿、爱绿、护绿的生

态文明理念，团结奋斗、开拓创新，使人与自然愈益和谐的森林生态

建设发展史。

余忝任招邑林业局长数年，深知生态环境改善、林业与社会和

谐发展的来之不易，也深为一代代林业人的创业精神所打动，为全

市人民的爱林情结所感动，故屡有修志之念。借全国第二届新方志

续修之机，蒙地方史志办公室大力协助，在编辑人员两载艰辛努力

之下，《招远林业志》终于定稿付梓。捧读志稿，感慨万千，林业生产

的艰辛与曲折，一代代林业工作者和全市人民的无悔奉献，浓缩于

咫尺片牍之间，永留史册，希望该志能够成为一部资治、存史、教化

的良书佳志o

《招远林业志》虽然记事追溯久远，但基本上还是一部断代志，

突出记述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招远林业生产基本面貌和巨大变化。

该志的成书，不仅可以告慰历代林业工作者，而且对于抢救历史资

料，丰富地方志书宝库，都将大有裨益。读志用志，相信读者从志书

的字里行间，也能发现林业生产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规律，从中

得到经验与启迪。该书的出版，也必将激励新时代的林业．Y-作者，

奋发前进，开拓创新，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o

ioi!lj麓镳w。j，鬟哪霪甏。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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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志书出版之际，谨向为该书成稿付出艰辛努力的编辑人员，

向为志书提供资料的工作人员和老一代林业工作者，向对志书编辑

提供技术指导的招远市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和同志们，表示真诚的

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是为序。

招远；林业局 主组书差 榴

2006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主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准确地反映招远市林

·业生产的兴衰起伏，以真实资料揭示林业生产规律o

二、本志断限：上限尽量前溯，但以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林业

生产为主，下限截至2004年底。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志书通用体裁，以志为主。

概述开篇，总揽全志，以记为经，记述大事；以志为纬，分述林业各项事

务；图表尽量随文穿插，力求图文并茂，更加直观地反映事物的原貌；录

以志末附录为主，个别章节下有随文附录，随文附录按章统一编排顺

序。

四、篇目设置按照横排竖写的基本要求，同时兼顾突出重点，力求

做到归属合理、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地

方设支目，目、支目均不加序号，以不同字体加以区别。

五、人物收录分简介和表录两种形式：简介收录历任党政负责人

(含副职，林业科成立之前的林业所和农、林、水合并的农林局及“文化

大革命"初期县革委生产指挥部设置的林业组只录正职)、地市级以上

先进英模、高级职称以上科技人才，一个人物横跨多项只收一次，简介

只写简历、著作和获得的各项荣誉，对政绩一般不加评述；表录以姓名

为主，其他基本要素查不清的从略。简介以领导职务高低和任职先后

为序，模范人物以获得称号的时间先后排列，科技人才以职称高低和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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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先后为再Q ·

六、荣誉分集体和个人两项，以层次高低和获得时间为序，只登记

招远市级以上奖项。

七、著作、论文、科技成果登记以出版、发表时间及获奖等级高低为

序。首位人员不是在招远林业系统工作的不予收录。

八、称谓：各时期机关、团体、地名等均沿用当时历史称谓，在一章

内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出现时可用规范的简称。涉及人物籍贯，则

一律用现行区划名称。人物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身份和称谓，必要时在

名前冠以职务。

九、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清朝以前年份一般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

元年份。人物生卒年月均采用公历。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均采用

阿拉伯数字。年份一律用全称o

十、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个别不宜换算的遵从习惯用了非法定

计量单位。数字用法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委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具体规定。

十一、数据来自林业部门、系统和统计部门。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

档案馆、资料室和对当事人、知情人的走访调查。

，；。￡-露谨；i，罐j咯》既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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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招远地上林、地下金，物阜民殷，

地灵人杰。新石器时期(距今约

5000年前)，境内就有人类活动。

夏、商、周属莱国地，春秋时始属齐，

汉为东莱郡曲成县地，唐、宋为掖县

罗峰镇。金天会九年(1131年)析置

招远县o 1941年1月析为招远(俗

称南招)、招北(俗称北招)两县，

1950年1月两县合并，仍称招远县，

相继隶属北海区、莱阳专署、烟台地

区、烟台市o 1992年3月撤县设市，

属省直辖，烟台市代管。2004年全

市行政区划为10个镇，3个街道办

事处，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724个行

政村。

招远市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位

于北纬37005’～37033’，东经120009
7

—120038 7。西北临渤海，海岸线长

13．5公里，北靠龙口，东临栖霞，西

连莱州，南靠莱阳、莱西。总面积

1433．18平方公里，山区、丘陵、平

原、洼地分别占总面积的32．9％、

38．4％、22．9％和5．8％o

招远地貌多为低山丘陵，境内山

丘起伏，沟壑纵横。有大小山头

1295个，其中罗山海拔759米，为招

远最高峰。境内有沟夼4439条，大

小河流160余条，干流长度5公里以

上者51条，总长548．8公里。大沽

河为胶东第一大河，在招远境内河段

长48公里。

域内土壤主要有四大土类：一是

棕壤土类，占全市可利用面积的

88．93％，分布全市，在山区有山地棕

壤和棕壤性土2个土种；二是潮土

类，占10．37％，主要分布在沿河、沿

海地带；三是褐土类，占0．69％，主

要分布在沿海、灵山与莱州交界处及

南部芝山一带；四是水稻土，仅毕郭

镇有9公顷。在罗山高海拔处有少

量山地草甸土。

招远的气候属温带季风区大陆

性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

温1 1．5℃，年平均地温14．6℃，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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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霜期195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732小时，年均降水671．1毫米，

7、8、9月份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64％o年均蒸发量1691．6毫米，年

均相对湿度68％o季风特征明显，

春多南到西南风，冬多北到西北风，

优越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为招远林业发展奠定了基

础。在全国植被区划中，招远属胶东

丘陵栽培植被赤松、麻栎林区。由于

地处临海中纬度，受海洋调节，气候

温润，冬暖夏凉，故与中纬度之内陆

相比，植物带跨度大，动植物种类繁

多。域内植物区系成分以华北成分

为主，南北兼容；特别是因在地质史

上与辽东半岛、Et本的亲缘关系，又

有许多东北和日本成分；更有不少海

外舶来植物在此安家。

据2003年不完全调查统计，域

内有木本植物67科440种，其中乔

木318种，灌木101种，藤本21种；

有野生兽类8科10种，野生爬行、两

栖类动物7科13种；有鸟类46科

281种。

2000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统

计：全市林业用地45952．2公顷，其

主要气象灾害依次为旱、涝、干热风

和雹灾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通过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农田

基本建设，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大为

增强。

中国有463．3公顷，集体所有45488．9

公顷。有林地43283．7公顷；疏林

615．9公顷，灌木林71．7公顷；无立

木林地765．6公顷；苗圃75．4公顷；

荒山荒地969．9公顷；退耕还林地

170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1．2％，相当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

之初的2．7倍。全市活立木蓄积

325661立方米。

林种树种分布：山区以生态公益

林为主，主要树种是黑松、刺槐和麻

栎。沿海建起国家特殊保护林带，形

成绿色屏障，主要树种为黑松和刺

槐。大河沿岸建成以欧美杨为主的

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同时发挥着巨

大的生态效益。丘陵平原以果树林

为主，主要水果有苹果、梨、桃、杏、葡

萄、樱桃，主要干果是板栗、柿子、山

楂和枣。交通干线基本变成绿色通

道，道路两侧建起宽达几十米、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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