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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忻州地区林业简志》是在为《忻州地区志》撰写的关于林

业章节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修改而成的．虽算不上一

部全面、完善的忻州地区林业专志．但也基本上是按照忻州地

区史志办对志二{亏的写法要求，采取略古详今的方法，比较规范

地、客观地、概括地记述了忻州地区林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忻州地区“七五”lJ-t期(包括“七五”时期)以

前各个阶段林业发展的概况。

为了保存资料，现刊印成册，它将对人们了解忻州地区林

业发展的历史梗慨。对存史、科研和教学，以及今后的林业编

史修志等工作。定会起到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娜。

武海旺

1992年lo月15日

注：武海旺，原任忻州地区行政公署林业局局长，现为正处级
调研员．



凡 例

一、本简志的编写，坚持略古详今。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

二、本简志以章、节、目设置，横排竖写．全书共12章12节．

三、本简志取材溯古至今．其断限上限不限。下限除第四章中静乐

县种子园和第十章第二节五台山森林公园写到1991年外，其余断限均

至1990年底．

四、本简志采用第三人称白话文记叙体，包括志、图、表、录等文体，

以志为主．凡属述及人物的称谓，一般直书其姓名，不加褒贬之词．

五、本简志纪年。1912年前采用历史纪年，并在朝代年号后加括号

注明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前至民国元年．是在公元纪年后加括号注明

民国纪年；新中国建立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凡有50年代、60年代

⋯⋯者，概指20世纪的年代．所用简称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在后面加括

号予以说明．

六、本简志的弓I证材料．采用文首说明出处和文后加括号注明两种

方法．

七、本简志所述情况、数字、人名、地名等，一般都有资料依据，且

大多经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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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

忻州地区北面有雁门关、平型关，南面有石岭关，历史上

有“晋北锁钥”之称。由于是一战略要地，历代兵家必争。忻州

闰锡山统治时期就是一个专署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

简称新中国)建立后．除1958年12月至1961年8月．原忻县

区专员公署与雁北区专员公署合并为晋北区专员公署移署大

同外，一直是一个独立的行署，只是名称(名称的变化详见第

十二章附录一)和辖区范围有过几次变动。

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的北中部，地跨北纬38度08分

——39度40分、东经1lO度——113度57分之间。北起偏关

沿古内长城、恒山与内蒙、朔卅I市、雁北地区分界，南至石岭关

与吕梁地区、太原市和阳泉市接壤，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毗

邻‘，西以黄河与陕西省隔河相望。全区总面积25472平方公

里。辖忻州市和定襄、五台、原平、代县、繁峙、宁武、静乐、神

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偏关13个县，293个乡镇，6007个

村。全区总人口255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0人。

境内山脉纵横，丘陵起伏，山丘、梁峁、沟谷、盆地等各类

地形都有，以山地、丘陵居多，占89．5％，平原面积仅占总面

积的10．5％。较大盼山脉有五台山、管涔山、云中山、恒山。主

要河流有黄河、汾河、滹沱河。全区东部、北部、南部多为石质

山区，西部、西北部多为黄土丘陵沟壑区，中间有一小部分断

陷盆地，除忻定盆地、晋西北黄河沿岸地区在海拔1000米以

下外，其余地区都在1000米以上，最高海拔是五台山北台顶

3058米，为华北最高点，最低是定襄县的南庄乡岭子底村为

595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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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属于暖温带和中温带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由

于受季风的影响，冬季多西北风，寒冷干燥，夏季多东南风，高

温多雨。四季交替明显，寒暑变化较大。年平均降雨量在

373—560毫米之间。

全区自然资源丰富，有许多驰名中外的珍贵品种，如五台

山的党参，繁峙的黄芪，代县的辣椒、金密酥梨，管涔山的褐马

鸡等．．

地下资源主要有煤、铁、金红石、金、铝土矿、硫铁矿、钼矿

等。其中金红石矿已探明的储量屠全国第二位，岩金矿探明的

储量居全省第一。忻州地区矿藏以煤为主，分布广，质量好，主

要有宁武、河东两大煤田。

忻州地区交通方便，除北同蒲铁路纵穿南北，忻(州)～河

(边)支线，宁(武)～岢(岚)支线等横贯东西外，公路建设成绩

突出，基本上形成县县通公路，乡乡通汽车的以干线公路为骨

架的交通运输网络。

丰富的资源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振兴忻州地区的经

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多年的努力，初步形

成一个以煤炭、电力、机械、冶金、化工为主，包括化肥、建材、

造纸、纺织、印染、食品等新兴产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

合理的地方工业体系。

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以种植业为主要生产活动。除粮食作

物外，还有胡麻、葵花、棉花、花生、甜菜、烟草等经济作物。神

池、五寨、岢岚、偏关等县被山西省确定为胡麻生产基地，定

襄、原平、忻州等县(市)为全省高梁、玉米主要产区。

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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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给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农业生产

条件逐步改善，农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林、

牧、副、渔各业得到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经

济向商品生产转化。小农经济的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化农业

转化。作为农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林业，也在通过深化改革，由

单纯育苗、造林和生产木材的封闭式林业开始向农林牧副渔

多种经营、林工商贸一条龙综合开发的商品型和生态型林业

转化，转向以科技为先导，走科技兴林之路，全区林业建设步

入了注重实效、稳步发展、全面振兴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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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林木资源

第一节 森林的历史变迁

忻州地区由于地形地貌复杂，海拔相对高差达2400多

米，因而，地域性土壤、气候差异明显，这就为多种生物的生存

创造了适宜的环境条件。特别是丘陵山区面积很大，一向是林

牧业的发展基地。宁武县素有“华北落叶松故乡”之称。可是，

历史上关于专门记载林业的史书资料却很少。但在有关资料

中也不乏说明忻州地区历史上森林茂密、林茂粮丰、六畜兴旺

的记载和描述。很多史料介绍，忻州地区历史上不仅四大山系

(五台山、管涔山、云中山、恒山)的土石山区苍松翠柏挺拔，而

且晋西北的黄土丘陵区也是一个林茂粮丰、六畜兴旺的好地

方。北魏(距今一千五百年前)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中曾描写

晋西一带是“杂树交荫，云垂烟接”、“翠柏烟峰，清泉灌顶”、

“层松饰岩，列柏绮望”的景色。据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史念海

教授考证，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覆被率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

53％。直到明代初年，偏关县还是“古木参天，水丰草茂，骐骥

牧之成云”的好地方。境内树木“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如切

栉”，“虎豹穴藏，人鲜径行，骑不能入”。偏关、雁门之间长城附

近，由于山势高险，林木茂密，被视为北边的“天堑长城”和“第

二樊篱”。偏关、雁门之南的芦芽山仍有“林木参差，千霄蔽日”

的记载和描述。五台山历史上也是草肥水美，森林茂密的自然

生态景观。《清凉山志》描述五台山是“四面林峰拥翠峦，万壑

松声心地响”。从五台山区各县方志等古籍中亦可看出，古昔

的五台山覆盖着广阔而茂密的森林和草原植被，曾是“静谷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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