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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树节节徽

关于制定“中国植树肖裕徽"的说明

一九七九年：月，第五届全网人疑代丧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规定：每年的三

月十二：日为我国的植树审，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绿化祖国的节日。每年植树节前后．各地

都要宣传绿化造林的蕾爱意义，组织开股植树造林的竞赛活动，表扬和奖励植树造林．

爱林护林的先进人物。

为了加深人们对这个节日的认识，使绿化祖阙的活动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开展下

去，更有力地吸引全翻人民、海外侨胞和港澳j司胞以及因际友好人士的关注，推动植树

造林、绿化祖圈誊业的发展，根据群众的建议平u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制定“中国植树节

节徽”。

植树节节徽，是一个寓意概括的标志。其使用的范围：

(一)可以傲为绿化会议的会标，植树造林队伍的旗帜。

(二)可以制作奖品，颁发给植树造林先进单位和个人。

(三)可以制成纪念品，赠送给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国际友好人士．

(四)用于纪念邮票．展览，报刊，图书、电视、电影，幼灯等宣传．

中国植树节爷徽图案含义是：

(一)树形，表示全民义务植树三至五棵．人人动手．绿化祖国大地．

(二)“中国植树”和“3-12。。表明改造自然。优福人类，年年植树，坚韧不

拔的决心．

(三)五棵树可会意为。森林。，由此引伸连接着外圈，显示着绿化祖国，实现以

森林为主体的自然生态体系的良性循环。



单位志审查验收表

编写单位
小志编写起止时间

简阳县林业局 起 稿 完 稿

全 称
1 984年8月1日 I 985年I i月1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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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志单位领导
邓 治 西 姜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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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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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查 人

县 政 府
曾 宗 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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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
一，”(党中央、国务院于1 981年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

干决定的决议》的开头语)。因为森林具有多功能效益，是人类赖

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它和任何国家、民族、社会都有着

荣枯与共的密切关系。我国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古语。其

慈虽侧重在培植人材，但说明了我们的先辈早巳认识到造林的重大
意义，才用以和树人并提。另在护林方面，也曾指出“旦旦而伐

之”的不美而应该是“斧斤以时入山林”(两语都出自《盂于》)。

可见人们对林业的重视，古今皆然。只是认识程度和经营方法都随
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所不同而已。

简阳县林业志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不同之处，即在时限内把

简阳政府和人民造林、护林以及利用林木资源等等的历史和现状详
实记述下来。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来展示客观规律。从而为

建设简阳发达的林业提供借鉴和依据。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
使命。

简阳县林政工作，在1979年设立林业局之前，从未有过专管机

关。不论是民国时期或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闻，都是附属和并在建
设、农业水电等部门，以致档卷散失太多。民国前期(1 93 5年以

前)，甚至一无所有。这就给我们的编采人员设置了起步的路障。

而在编写过程中也不时碰到一些实际困难问题，经我们共同努力才
获得解决。从而看出这项工作不是轻而易举的。

县志办根据上述情况，把林业志的交稿时间排在今年年底。即

便如此，也仍须加倍努力才能按时交卷。雨我们编采同志们却提前

写出了这个稿本。并且经局领导初从审查，认为基本符合资鉴致用

的要求。作为修志领导小组来说，既满意这个成果，更对他们所表

现的高度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由衷赞佩。这篇序文，就是
基于这种心情写出的。

领导小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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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人员名单

领导小组

组长：邓治西

付组长：姜仁广

成员：何洪水 张恩仁 易 茂 廖克富 钟惠民

编写小组

组长：何洪水

付组长：钟惠民 付贤忠

主 编：杨诞孚

编辑：张世忠

资料员：杨士奇 杨昭东 刘祖芬 钟德本



凡 例

一、《简阳县林业志》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辩

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方法以及新的材料来进行编写的部门志。

其目的是要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的统一。从而资鉴
致用。

二、 “林业志”的体裁分志、传、记、图、表、录等类。
三、 “林业志”的断限，上起民国八年(公元1 91 9#-)，下迄

1 982年。必要的上溯和下延不受此限。
四、 “林业志”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修志例规来纵述历

史横陈现状。
五、 “林业志”的层次分篇、章、节三级。节I；t下偶有要分述

内容，则用数目字标号逐段写入，不再列目。

六、大事记是以时系事，编年简记。

七、杂记是未列章节的有关林业诸事的记载。林谚和有关林业

的诗、文及杂事等皆属之。
八、 “林业志”的文体，除引文外悉用语体文。所使用的简化

字，以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九、文风力求端正、朴实。不夸张、不空谈。词意明白晓畅，

不稍晦涩。更不追求华而不实的文采。
十、刊用的照片都在实地拍摄，随文插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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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简阳地接省会成都。与金堂、中江、乐至、资阳、仁寿等县为邻。龙泉山脉自东托

走向西南，形成北高南低的地势。海拔四百米至一千米。分属低山、丘陵及河坝等地

貌。天然植被，主要为亚热带常绿混交林和绿叶润叶林。

县境内的土壤、气候、雨量等自然条件，都适宜于多种林木的生长：一、在全县所

有的二类土壤中，占70％的紫色土可发展香樟、酸枣、红豆木、漆树，泊榈，银杏、乌

桕、核桃、柏树、榆树、紫穗槐、楗木，青杠、桉树、楠木、泡桐、香椿、杜仲等类；

黄壤土可发展松树、青杠、桉树等；冲积潮土可发展麻柳、桤木、千丈、桉树等，前两

类土壤还可种植引进的外国松。

二、平均气温为17．1摄氏度。年际变化不大，一般在】5．7度至1 8，1度之间，最高气

温38．7摄氏度，最低零下5．4摄氏度。气温的分布以龙泉山区较低，年平均15．1摄氏度，

与丘陵地区的17．1度相差两度。无霜期280天至300天。全年日照时数为1250．9小时。占

可照时数的28％。因此冬无严寒，夏不酷热。

三、年降雨量882。台毫米。分布上差距较大。如云龙、禾丰、三星等区为718．5毫

米。龙泉区则多到1180毫米左右。而降雨量的67。8够又集中在6至8月。春季占15．8易，

秋季占22．8％，1 2至2月仅占3．6％。所以常有冬子、春早、夏涝，以及秋雨绵绵的现

象发生。尽管如此，但对栋业来说，雨量是充足的。

由于上述各种有剽条件，筒阳的天然植被和人造森祢，很早就呈现着繁荣景象。远

者不可考，从清朝末年流传下来的诗、文来看，就记述得令人神往。例如概括全县的有

“境内苍松翠柏，林木参天”；记道旁树的有“夹道垂杨千万枝，春风长养碧参差”和

“行二十余里，丛林在望，苍翠朴人”：记寺庙的有“其竹，不知其几万竿也。其柏⋯

不知其几千本也”(普照寺)：记州城的有“环城树以桑，交柯接叶”等诗句文词，散

见于旧县志中。

民国以采，四jfl内战时起。简阳为省会门户，地当成渝古道要冲。境内森林，除直

接遭受战争破坏以外，还有避乱乡居的的富豪人家营造庄园的砍伐。这种状况，也使农

民们对植树造林意懒心灰。因此渐有坐吃山空的趋势。然而在那军阀割据的二十几年

间，地方官都忙于当好战时的后勤官和战后的聚佥欠之臣，根本不管林业的兴败。民国十

六年版的《筒阳县志》所记“近原满目童出”，就是对此的慨叹。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国民政府通令实施其三年前公布的《中华民国森林

法》。这时的四川政局已在形式上统一。对于权力初达本省的中央，不能不表示服从政

令。因此从这一年起，简阳才开始有了育苗、造林的上报公文。虽然都是敷衍塞责，很

少实效。但毕竟有了行动的记载，总算是前进了一步。

简阳林业的由盛而衰，其转折点是在民国时期，已如上述。但到建国之初，还留下

(5)



了有林面积六十五万亩。其中成片林三十余万亩；立木蓄积量二百多万立方米；森林复

盖率20％。足见我县林业的老底子确很厚实。前面所引的诗、文不算夸张。

建国以后，我县森林曾经过三次大的砍伐。所造下的后果是有林面积比建国时减少

了80％；各种林木仅存七千三百万株；蓄积量只余二十四万七千立方米；复盖率低到

4％。这种残破局面，不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则恢复民国末年的面貌且不可能。

而要进一步振兴就更难设想了。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教导下，简阳的林业工作者们没有因“大砍伐”而销沉了发

展林业的志气。除了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外，还经常用新旧对比来激励自己。他们

认为：新旧中国发展林业的条件，只有土壤、气候、雨量等方面变化不大，基本上是相

同的。它如社会制度，营造方法、管理技术以及经济利用等等则无不今胜于昔。而昔年

发达的林业，就正是在许多落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引人深思的对比，大大加强

了他们振兴简阳林业的信心。从而决心要把占有的优势和自己的力量尽情发挥出来去执

行这项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因此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各方面的显著成绩。兹撮要分述如

下。

一，森林资源的清查和区划方面。振兴林业的基本工作，首先是要摸清家底。如不

把森林资源、自然条件及其种种特点调查清楚，就无从制订合理利用、扬长避短、因地

制宜的规划。因此，1953年就开始了局部的宜林地和森林资源的调查。1955年又作了一

次栲胶资源的调查。这两次的调查虽未普及县有的林地林种，但为后来的普查提供了一

些依据和经验。

全县规模的森林资源清查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从1975年7月下旬起，历时一年完

成。基本上掌握了一般情况。第二次是i980年9月至次年1月的四个月时间，把林业区

划工作的试点任务搞得很出色，受到省里的高度评价如专节所记。

·二、育苗方面。建国以后的育苗工作，先是国营苗圃为主来带动民营育苗。由于林

业主管部门坚持走人民群众路线。长期依靠他们、支持他们并照顾其合法利益，渐而后

来所居上，民营育苗遂转从为主。力量也发展得非常壮大。截至1982年止，各年育苗的

累计数达十四万三千零四十四亩。比l 952年的二十六亩，平均每年净增四千七百四十一

亩。而在累计总数中，国营育苗的累计数仅占一千八百多亩，这是一个特点。

三、植树造林方面，l 952年的成片造林面积为二千零八十七亩。到1982年，各年造

林面积的总和达七十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亩。年平均净增二万一千五百七十二亩五分三

厘；四旁植树是从1952年的四万株逐年发展起来的。到1982年，递增的总数多到九亿九

千六百多万株。年平均净增植三千三百一十五万九千九百株。

上列增加数是根据每年的统计数算出来的。其中或有在“浮夸风”盛行时的虚报以

及成活率低不合实际等情况。这里有必要把l980年林业区划调查所得的林地面积和复盖

率来相印证，就能较确切地看出成绩：1 958年那次的大砍伐以后，有林面积仅存八万

亩。森林复盖率降到2．4％。后又经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毁林，无疑会更加破败。然而据

调查统计，十年浩劫后的有林面积竞能增加到十三万亩；复盖率还上升为4％。到1980

的短短几年，有林面积又增到二十六万八千五百零七亩；复盖率上升为4．6％。此外，

还有l 981年和l 982年的增长数尚未统计出来，加在数内。这就完全看出了三十多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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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成就是突出的。也是来之不易的。

四、护林方面。我县森林的衰败，除了来自民国时期的战乱和后来三次大的砍伐以

外，一般入的乱砍和盗伐也是一股不小的破坏力量。这些坏人坏事，虽然从来就有，但

以往的人次不多，为害也小。及至大砍伐开始后，就有不少人趁浑水摸鱼。特别是文化

大革命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由偷偷摸摸变为明目张胆地乱砍的越来越多。从1982

年那次大举清查和处理乱砍、盗伐案件中，就可看出其破坏性和护林的重要性。当时清

查出的案件和人数之多以及破坏之大，都已写入专节。这里要提到的是参与乱砍、盗伐

的九千多人中，竞有党、团员和小队以上干部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人。可见文化大革命流

毒之深和这次工作的艰巨。因此，县护林指挥部曾获得上级的嘉奖并评为地区护林先进

单位。

五、落实林业“两制”方面。建国以后，我县的山林权属曾几经改变：土地改革．

彻底打破了封建所有制。全县农民不但分得了土地，也分了山林并享有合法的所有权。

这是一个质变。在人民公社化和“四清”运动期间，对于土改划定的山林权属又先后作

了更改，于是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量变。这种变化的结果，使农民们认为林权不稳。无

意植树造林。以政责任难予落实，生产责任制也因之无从建立。这是长期影响我县林业

发展的症结。

有鉴于此，党和政府采取了稳定林权，明确责任的根本措施。经过调查研究，制订

了落实林业两制(所有制和责任制)的办法六条，于1 9 8 0年在全县认真执行。目

前，山林权属已固定下来并发了94．7％的林权证；应建立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已有

93．60k完成了任务。全部工作，不久就可结束。

六、科研和技术运用方面。我县的林业科技人材太少。林学会成立了一年多，会员

也只十多人。少数从事林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则一直忙于经常的和临时的任务，无暇搞

科研工作。但是，他们深知科学造林是时代的要求。园此仍然挤出点时间，断断续续地

进行研究。虽然还不可能搞出合格的成果(曾上报过研究有得的项目。未经鉴定)，但

如假以时日，是能够做出成绩的。

在林业生产的技术运用上，一般都有成效。这理只举几事为例：①成功地创造了桤

木和柏树混交及马桑和柏树混交两种先进方法；②改进了黄葛兰和君子兰的嫁接法。又

在这个基础上把黄葛兰的靠接改为腹接；③用打大窝子栽柏树代替多年来的鸦鹊口式的

小窝子。以后栽别的树子也这样打窝，效果都好。

以上情况表明，在推动我县林业生产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把科学技术这一潜

在的生产力变为直接生产力这项工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上述各项，只是历年工作的荦荤大溃。其细节和未提到之处，都详见各有关章节，

兹不赘述。总的说来，我县的林业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既有很好的自然条件，也有各方

面的优势和特点。在盛衰起伏的过程中，又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可以择善而从。此

外，还有一支经验丰富、战斗力强的林业工作队伍。这些都为振兴简阳林业提供了可靠

的保证。展望未来，林业局拟具了如下的宏观经济计划。

计划是以l 980年为基点，分年总产值、森林复盖率和森林蓄积量三个方面各订出在

本世纪所要达到的指标。即：到2000年，全县林业总产值将由I 980年的1，1 54．sT元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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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4，144．25万元；森林复盖率将由1980年的4．6％递升到28％；森林蓄积量将由1980

年的30万立方米递升到283万立方米。除年产值是因林业特点，没有脱离实际去强求翻

足两番以外，复盖率则翻了两番又二分之一，蓄积量还翻上了兰番有多。

这个宏观计划是从微观入手的。它既不是按一般进展情况的推测估计，也不是看作

大势所趋的主观设想，而是根据新经济政策，我县林业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用准确的

数据和规定的计算公式并经过充分研究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且还留有余地。其详细情

形，我们已专列了一章，分为三个节叙述入志。这是根据省编委的要求，在县志办传达

时所下达的任务。目前又经内江市会议决定：市属各县的志书都不写宏观经济计划。因

此只好把这个章节从已审定验收的稿本中抽出来。尽管如此，林业局仍将按照这个既定

计划认真执行。至于能否全部如期实现，则端赖党的林业方针政策的指引以及全体林业

工作者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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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林业机构的建置沿革

第一章 县级机构

第一节 实业所、实业局和建设局

一、实业所。民国八年(1 9 1 9年)三月，在简城中街陈家祠设实业所(不久迁

东狱庙，次年又迁教养工厂)。其前身为劝业所改称的农务所。民国十六年版的《简

阳县志》有这样的记载： “宣统初，四川劝业道周善培提倡蚕桑。吾邑实业初为农务。

附立劝学所内。以学务城外河坝瓯脱地及石桥铜观音之桑园作经费。旋称农务所。由劝

业道委劝业员一人督办。民国更名实业所。所长由省公署实业科委任。更另抽契税百分

之一，名公告费以为经费。岁入约四、五千钏。”文中的民国即民国八年。实业所下设

有苗圃试验场和农事试验场。因此其职掌范围便由以前(农务所)的专管农务而兼及林

业，成为简阳县第一个林业机构。

实业所的首任所长为许宪章。继之者有温瑾芳、何聚奎、付铸印、冉懋康、杨芳、

谢镛、曾浴等人。(他们的任职时间见大事记)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机构撤销。

二、实业局。民国十五年(1 9 2 6年)设实业局。局址仍在教养工厂。局长由原

实业所长曾浴充任。三年后。鄢勋继任局长。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机构易名。

除上述各事以外，余均无资料不记。

三、建设局。民国十九年改实业局为建设局。因只是机关名称的变更，其它一切都

依然如旧。局长仍是鄢勋。其后有李霜如唐运开和曾浴等先后接充。

这个局的一切情况也是没有档案可查(本节用的资料都是来自县志积知情的人提

供)。只有在十年以后的简阳县政府表报中得知县苗圃是开办于民国二十年。从时间上

看，应是建设局创建的。特补记予此。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我省各县都把所属的机关改为科、室，合署办公。

简阳县的建设局也在此时撤销。

第二节县政府第三科和建设科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我省军阀割据的政局已告结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

权力已达四川，全省县级政权形式统一改制的情况下，简阳县政府所镯的机关都在这对

裁撤。他们各自主管的工作，则按性质分鄹交由县政府新设的有关科、窒接收办理。这

种改制，当时称为合署办公(县以下也同时改革。即改团总为区长并设区署；改团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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