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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汕头市林业志》记述本市林业建设的历史和经验。为了说明问题，在概述及各

章节中，有简要的论述。

二、本志书记述上溯至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下迄1987年12月。

三、本志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词，多数简称"解放以后"。解放前采

用旧纪年，在每章节第一次出现历史年号，注明公元纪年。

四、本志涉及之地各、机构和官职等各你，均用其时之称谓，如地区〈或市〉、县政

府，地区，县革委会，以及区、乡、公社、大队等。

五、本志之统计数字，因各时期行政统辖疆域变动甚大，相差颇巨，尽量采用以1983

年 7 月地、市合并后之管辖区域数字统计，对确实无法分开的个别合计数则加以说明。

除引文外，均采用阿拉伯码表示。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志书共 9 章32节，有些章、节以下还按一、(一〉、 1 ，顺序记述，并附有表、

录或照片.

七、本志有关山地产值，均以其时市场价格计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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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瘟疫;也贫穷加剧而出现，灾i1H中森林iì4 J己而产生 c fÚ :,è ;'j).: ïì ú" , ì\!q 111J 地方林业，

有组织有规划的造林极少 句 乡任其自然WH乏，也'币'迫掠夺H二破坏，故到处 荒山秃岭，贵

之;、赤地。解放;二 ，森林与人类共存亡的利 '古关系，已经远i'lJi被人们所认识和丁的 ， 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百视有i关怀下，林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 I~J 于某些失识，造成

了较大的损失，如三个 "8" (即 1958 、 1968 、 1978年 〉期间的乱砍滥伐，使森林资源受

到很大的破坏，造成有些地方水土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和生态平衡。然而，党的十一囚三

中全会以后，情况起了很大变化，特别在广东省委、 省政府提出 "十年绿化广 东" , illl头

市委、市政府提出"五年绿化汕头"的号召之后，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歹ij发展林业生产的

正确措施， 逐步变革林业体制，稳定林业政策、落实山林权属和生产责任制 。同时边← 71，贯

彻执行" <<森林法>> ，以法治林 ，组建专门机构 ， 自己备人员，抓好护林防火和封山育林等有效措

施，虽然在一些地方和时间，还有乱砍滥伐出现，但林业生产已开始进入了 良性循环阶段。

历代旧志，如明之《东里志》 、 清之《潮州府志》和民国之《潮圳、!志》等，对汕头林

业均有记述，虽其史料不全，内容简单，然于阅志者，对其时之林业梗概，也能略窥一二。

《汕头市林业志》是《汕头市志》的一部专志，为汕头历史上第一部林业志书，始察

于1989年 4 月，由市林业局主持，组织吉林科、科茵站、林政林场科、林产品经销公司、木

材公司、木材工业公司和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等 7 个单位的有关人员摆在，j ，然后进行编篡 o

编黎工作是根据中国地方志工作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精神，在掌握编

写方志知识，尤其是有关编写专业志的知识和具体方法之后，广泛收集资料， 认真筛选，

编修。至10月底完成初稿，油印100份，分发各县林业局和市局林业系统，多方征集~~，~ 见、

并于1990年 4 月召开审稿会议，进行修改补充，于1990年 6 月定稿的。内容包括z 材业资

源、山林权与林场、宫'林、 义务植树、 森林保护、茶叶、林业企业、科技与教育、机构等

共 9 章， 32节，总计约23万字。阅之，可知汕头市林业之历史与现状，及其兴衰和发展规

律。《志》书展现了发展具有汕头特色林业生产的方法和措施，也展现了经验和教训。

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加上林业史料不多，民国前记载尤少，沧海一粟，点滴凑集，未能

多获;建国后资料虽多，但有间断，也不甚全。志、书以事实说话，直言不讳。旨在给当代领导、

同业者，总结成绩，吸取教训，为施政定策提供史料依据;为后继者，熟悉历程.引路、借鉴。

在编审过程中，得到汕头市地方志编寨委员会办公室、汕头市档案馆、汕头市图书馆、

汕头市农业委员会档案室及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指导，提供宝贵意见，谨此鸣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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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汕头市地处广东省东部，在东经115 0 5'56" --117 0 19'35" ，北纬22053'18"~2e14勺0"

之间。东北与福建省、西北与梅县地区、西南与惠阳地区分界，南临南海。土地总面积1551.9

万亩，其中林业用地802.36万亩、耕地36 1. 68万亩，各占总面积的51.71%和23.32% 。

1984年总人口 909.79万人，人平林业用地0.9亩，耕地0.4亩 。

汕头市境内主安山地有凤凹.t.1I、大北山、大南山、南阳山、小北山和桑浦山。全市有

海拔500米以上山峰6119个，其中海拔1000米以上有50个， 最高峰凤 凰 山海拔1497.8米。

这些山峰从东往北婉延至西，形成北高南低的屏障。境内韩江、中占江、芽、江、龙江和黄岗

河，从北或西北向南或东南流入南海，下游形成大片的冲积平原。在山脉环抱之间，构成

从北向南排列的低山、丘陵、台地、平原、海词的地貌。 全市海拔500米以上山地的林业

用地面积107.84万亩，占林业用地的13.45% ， 500米以下山地的林业用地面积 674.37万

亩，占林业用地的84.08%，沿海有一条宽 1~6 公里的沙滩，面积 19.79万亩，占林业用

地的2.47%。山地土壤多属沙质红壤、赤红壤，成土母质多为花岗营、 lij、页岩、玄武岩，

土层较深厚，养分偏低、肥力中等，一般呈股性或微酸性s 滨海沙摊为沿海沉积沙泥形成

的沙土或盐土，有机质少，肥力差，呈碱性或微碱性。

汕头市属南亚热带常绿季雨林区，热量丰富y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植被种类繁

多，据吴修仁《潮汕植物志要》记载，共有123科1130 多种。其中 z 乔木170多种，涯木 300

多种，还有大量的草本植物和海生植物。构成乔木的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杉、黎、稠、木椅、

梅、台湾相思、按类、木麻黄、橡胶和竹类，以及近年来引进成功的湿地松、大叶相思等，

林下自然植被主要有岗松、挑金娟、野牡丹、芒卖、茅草、乌毛藏和铺地按虹、等，种类甚

多。历史上，群众习惯在丘陵坡地、囚旁五边栽植果树、药材。

据有历史记载及考证，汕头地区在清代以前，的确有过茂密的森林，至清代乾隆年间

以后，林业资源己所存无几。据《潮州志》记载，至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 ，现市属各

县(区〉的森林面积，总计为180.86万亩〈注z 志中注明"该数字非精密统计，仅可作参考

资料而已" ) 0 1951年，现市属各县在上报解放前的有林面积时，上报数字为69.04万亩。

汕头市有组织有规划的成片林场，据《潮州志》载，清宣统二年( 1910年) .创办潮州申

等农业学校并附设潮州农事试验场，系汕头最早的一个政府办林场。民国元年( 19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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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农事试验场改为海阳蚕桑模范所，仅年余，因缺经费而停办。民国八年( 1919年) , 

潮安成立官方造林公团，于虎爪山种上油桐苗10万株，未几，毁于兵乱。民国十四年

( 1925年) ，在农事试验场旧址，设潮州苗圃，育苗 100万株，两年后，苗圃划归中山大学

农林学院管理。民国十八年( 1929年) ，广东省农林局提倡造林，令各县遍设苗圃、林场。

这时的潮州拥有大埔、丰顺、南山管理局在内的12个县(局) ，共建起11个林均 ， 12个苗

闹场。其中属现市属各县林场 9 个、苗圃场10个。民国甘二年( 1933年) ，在潮安县成立东

区模范林场办事处，同时创办东区模范林场，收容退伍军人和失业华侨就业 F 新建林场 3

个(其中 1 个设丰顺县喝坑) ，苗闹场 3 个及 1 间农林讲习所。据统计， 1.人民国廿七年至

廿九年( 1938-1940年) ，潮汕12个县(局) ，共办了30个公办林场，经营面积67 ， 645亩，

共造林2 ， 161 ， 450株，办了3] 个Wí lflJl场，而积 852 市。其中居现市竹各县(市〉办林场28个，

面积21 ， 614亩，造林2 ， 068 ， 640株，前网28个，而积8]2市。私人办场方面，自民国二年至

十八年( 1913-1929年)先后有 7 家私营公司 ( 场 扒 在j朝阳、揭阳、惠来、 澄梅等罢 ，

办起 7 个林场，经营而积 2 万亩，均因亏本而先后作办。 汕头沦陷期间，各县林场、 苗圃

也裴本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民间政府罔f$雪虑，私营者又缺资金和信心，各 F、林场 、

苗圃犬多数无力恢复。至1949年，仅存惠来葵岭农场(私营; )、潮安黄回山林场和潮阳、

饶平、惠来县苗圃场等，人工林仅存30万余株，前困地只有48市 。

中华人民共和网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造林绿化士，作，根据各个不同时期，制订

和颁布了一系列发展林业的政策、法今，虽然中间遭受一些挫折和失误，但造林绿化还是

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罔家颁布了新中固的林业法规一

《中华人民共和罔奈林法>> ，为以法治林提使-了在律依据;全国人犬通过的《关于开展全

民义务植树的决议>> ，规定每年 3 月 12 日为植树节，以及罔务院颁布的《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运动的实施办?去》等，汕头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有关造林绿化指示，把发展林业，视

为保护环境.促进工农业生产，繁荣纯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市1]订了一系列

E晌措施，充分调动了各级领导和广犬群众的积极性 。通过变革林业体制、稳定林业政策、

落实山林权相责任 iliIJ. 同时加强林业法制建设，充分挖掘了士地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林

业生产。在落实山林权和完善各级林场、农垦场生产负责制的同时，广泛发动城乡群众开

展义务植树，犬J富士矿、机关、学校和家庭"三化" (绿化、 美化、香化〉。 明确提出了

"以林;在结合为中心，以造林工程为重点"的林业战略方针，使林业生产出现了新貌，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得到更广泛的开展。六年来( 1982一1987年) ， 全市城乡 人民参加义务植

树达1 ， 719.13万人次，种树11 ， 613.87万株，先后在惠来、揭西、饶平、普宁、南澳、潮州

等县〈市〉进行飞机槽种造林，面积共102.12万亩。 1985年10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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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绿化广东大地刀的号召，汕头市委、市政府提出 "1988年实现全市基本消灭荒山"

的要求，汕 头市各吸党、 政项导 ， 千苦头办了 i立林绿化点， 至1987年统计， ïlJ 、 县和镇

〈乡、 场 ) 各级:j是政领导和有关 :~f~ 门， 共办了绿化点2 ， 516个， 198ô--1987年 ， 两手纠:化

点共造林88 .2 8万亩 ， ;I ~j )j j'i!!. ~ j; .~J 了全国性的造林综化步伐。 湖 iJ日县纳1 983 .:.二荣获巨i 务院

"平原恶化先边县.; ;的; 弓-后 ， 1986年再次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县。 j岳阳县 和1 ;'也未 出 ，

1986 {1二也放评为 :~J，: 化先进县。

lilJ头市现布国百林场4个 ， ~!P 饶 丁jZ !i !; ìL 、 词 ιi 大~G 山、昔 'T:后氓、忌、示-lUJL林场，经在.; ïùj 

;jp，、 20. g;:; 7J 1 斗 ， 其中召才11、 J也( !J~ )j以林 ) lO. li 6万市 、 b~~林地1.48万富 、 iìvi j在约 ;j;: ~ .i:UI， 2 . 4 1万亩 ，

林木苗在l 二 2 G .3 -LH川 ， ;!T(工人 !l.l 127人。比人!) 以米 ， 已生产木材 6.3 4}ím气总收入2 ， 3 2 7 7J

元， ):]凶机 )1丛H乙 丙，/0 丰 ， ;j ;,- 0 jo::, 1+1 19川 :~f. ù0 仪入为 3 8 1. 8 5万元 ， 二(:]1978 年'ì () • .1 G )] ::idJ~ G. ! 2 

倍，为1931年 140 ;-1'元 i ;~ 2 . T3 : ， -'I:o _ í二 I Jj' ;"~县办凶曰'州、功 7 个， i!jJ i♀ÿJ州市万民:11;和江山林坊 、

饶平县，)斤玉:，H， j药 、 岗 1 ;日 公安1!..L+1(J/l 、 ， 'iÚ夕iljLK也山体j习、揭 llli 县 ìdJ f~Ú 材、 J办fll;iJ举林场 ， ~'J~ 

营面积12. 97万函， 其中有样; J!. 8 . 73 )f 田、叫你i也 2.07万亩。有乡、镇、付挨体，体j及13 ， 2 47' / 1、 ，

经营 Iw 1'H 323 .6 9 jj 亩 ， ~.t 1 il{_J :j;j\ IÌÙ 积 274.95)j' 由。上述国营林场、县办林场扣乡 、 锐、才\\j-林

场， 共汪古山j也 / :11 汉 35 '1 .61 7j ，泣 ，占·全 市林业 JHJ也忌、 lil i 积的44 .6% ， 在巩 li:ì泣林纣化戚来 ，

保护:主;U议益7J I ;.I ， 1 ':1 甘 Æ:兰' ~i J {立泣 。 :i主LU儿立i二米 ， 汕头市经过体制改 j ' ;飞机-!古兰出建议林业

三大基地 ( L!i1用 "矶 、 水果、 ;H; 议林生与地 ) )IC Î ， 林场生J C结构有了较大的词:缸 ， 一般都实行

以林为主，林、 元二 、 呆泊泣 ， 多种经'泣 ， 综合利用的生产二方计，达到"以短养长 ， -1乏妃结

合"也提高生'ii~ l{泣如让会)j茸的 i'-i] 时， 不断民 l句经济效益。问:别是乡 、 锐、村林场，

推斤以东 j豆，主包经营:EY.:收台斗:、包经tjj后 ，出现了专业户 、 重点户和联 合 'H~ ( [! iJ (( Î;í)j 户一

体;， ) i :i J ，;;l r管理体 ;tjl] ， 对加快林业生) ~':;;1 i立岁{~赳到丁 fL;大的 ~-t悦作阁。至1987年 ， 全市两

户友 j民豆iJ G ， 773个 ， fi泣 1111 积 G ~.19二li 函 ， J i1( 合体1'， 276个 ， 经营面积85.26万 亩 ， 1987年 ，

"1喝 户 ---1爪" 共j主林66 .8d)) ! ü' ，占全 Ijj ji与你总 î f ii ;!J刊'j 74.28% 。 全市.比毛 主L)J ‘自 由场 10个，

经营 IilI ;;只 ，~， 961声 ， 每年育出在20ω-.i ~<Iç 以上。先后在 l主i 昔 青 iiL 、的江、 j己氓 、 大北山等林

场f~l ilJ i;川 /J.~*县南海:武林坊 、 黄宁县林科所等 7 个单位 ， X:立良种基地3 ， 665亩，

其 I-h YJ|主 Af 竹子 i马 1 ， 7')5坷 ， ièì-类禾 1I íI Li]:树林1 ， 960 rÜ o 1 987年 ， 尘 Th 材、 ..11 ，斗j'，:统国乞，;可 1， I. 

共5 ， 149人， 有各尖议求人员 2 16人， J:t j:~r:f民 主师 、 林业工程师2 8人 ， 林业[y]f!I工程师 5:;人 z

有 lìî 、 去 (区)、 fJ~ ( .':i ) 、 ';:~.1，泣 材、 )14 虫害洲战 G~ 8 8人 B 有专IfH ~p *)~ 151 ~j - 8 ，13人。

103E年，汕头-nr ，;们

中心， ~f~f 4个县级林抖;开改 -[-， 1 立体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站。20多年来，经汕头市林业间组织

~z :之上 J只 :Jj ::+: ~t f3[-1支 jfL L;飞，有 1 6 顶，获奖励:占有 1 3项，其中林业部奖1项，省级奖4项 ， iti ~吏

~ 



奖 8 项。

1987年'完计，全市有林地( )之片成 ;1本〉 面积499.40万亩，占林业用地面积的62.26%

其中 z 用材林188.2当万亩，经济体129.17万田，的护林17.38万亩，其他林9.51万亩，有

疏林地90.23万旬注才二林8.47万臼，新造林未成林地132.40万亩z 尚有宜林地71.8万亩。

有"四7专用付 1 ， 6 2'7 .9刀.栋。有各类活立木蓄积最491.09万m 3 ， 其中 z 林分405.18万m 8 ，占

86%; 市fI体43.5 7 月 : 1 3 ，占7% ，四穷树28.55万m 3 • 占5%; 散生水 13.79万n1 3 ，占2%.全市林

木资L源原胖i年仨 :注2让二圭且t 民 -泣泣μυJ沟3μtω4叨叨川刀万川.丁m比丑

年问的 j肌肖配削!吃巳臼比阳ωk泣监趾趴i主扫1'28览孔川:沧止8队υ.J3川1勺 减州州，.移仇%。 其肿中 • ~fT7)U肖祀占7'% ， 木材生产占2& ， 灾害消
范占l.~;而， 其他 (;~j 注占i).J%。从年总消吨量较1986年大幅度减少的情况来看，符合限额

采伐驭则 。 但州 ;ft 'fl ;~i .r:~ !; 交 l孚纯，马尾松 、 ，f'主树、台湾指思、 ;i:;;;if~J等主要树种，幼中龄林比

例大， -riJ [J与采 'í:t白甚 少。综合各林种和龄组， 平均每市林地活立木蓄积量仅有O.983m 3 ，

平均每亩林才二年生民:互为O.113m 3 ， 按全市人口计，人均占有蓄积量只有0.54m 3 。

1987年，全Ï1j" ;f汪体涅盖率为33.86% ， :民 1949年的4 .38% ，提高7.7倍多，林业总产值

为2.45亿元 ， 平均每 i:ìr创 撞30.54元。比1984年的总产值1.22亿元，自创值15.2元，均提

高 l 倍多。目前， 全市除边远高山和特殊地区外，大部分山地、丘陵已基本绿化，沿海沙

滩均第一、二代防沪林， 已较好地发挥农田保护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汕头市林业，尽管走过一段弯路，有过挫忻和失误，但总的来说，发展是较快的，取

得的成绩也是较为~(，~者的。兹以详今陪古为原则，分述于店。

第一章 林业资源

林业资深， ti3 体业用;也、林种树;f:I:、 :洋芽、 苦和、、山地果树茶团及林副产品和野生动物

资源的总称。由于汕头地区人均不足九分山地。且许多地方把山地作为多种经营去开发，

犬山区的林木多为近年营造的幼林， 除国营林场外 ， 多数山地未形成森林环境，故称林业

资源。但也有少数苟山 l'j9小区域天然林，且也去过7政坏， 士i1仍保存着杰林生态，女日报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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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山林权与林场

山权、林权与林业经营体制 〈或称形式〉及林业经济体制〈或称分配体制) ，按"谁

山谁种，谁种谁有，谁有谁收"的原则是一致的。山林权属沿革的具体表现，是林业经营

体制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变革，解放前的氏族山、地主占有的山林和部分国有山，土地改

革时被分配给无山、少山的农民或村公有进行造林经营，随着农林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

着林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国营林场、性队林场的建设，林业的经营体制便相应地变革，从

个体所有、个体经营变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国营林场经营、社队林场经营。国营林场、

地方国营林场、社队林场，是组织林业生产的主体形式。林场，尤其是社队林场的组建、

合并、分开等变化，又是集体林业生产体制变化的表现。

第一节山林权属

解放前时期

汕头地区解放前的山林权属有几种z 一是国有山，为数不多，且均为边远荒山，任何

人均可到这些山地作任何行为和砍伐林木或放火烧山，二是氏族山，属一个氏族所有，多

由氏族出租给附近村民造林种果，也实坟场，三是村有公山，除有一些封禁甚严的风水树

林外，多属荒山，村民可在山上割草、放牧、建坟，四是私有山(包括地主占有山) ，占

有者可以出租、出卖和自己经营，也有赔嫁给女儿的。这几种各占有多少，无确切数字。

土地改革时期( 1950-1952年〉

1950年冬至1952年，是汕头地区土地改革试点和土地改革复查时i期。按《土地改革

法》规定，没收氏族山和地主占有山林，分自己给无山、少山农民。村有公山，为照顾农民公

共割草、放牧、做坟习惯，一般保留村公有，山地面积大的，也分一部分给农民。国有山

由于没青林术，且地处边远，农民没有要求分配，一般保留原状，后来创办国营林场和地

方国营林场，多以这些山地为中心。土地改革后，农民开始在分得的山地造林种果及经营
原有的山林，付有公山，也从1952年始由农民协会组织群众在公山上义务造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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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兰章营林

营林是整个林业工作的基础，是森林资源培育的全过程。营林工作，包括采种、育苗、

树种引进与驯化、植树造林种果、封山再怵、幼林抚育‘成林管理、以及山地规划和造林

设计。

汕头地区解放前虽有农户在祖山造林，也有一些旅绅向政府领荒组建"造林公司"

以及官办林场、苗阴(统称为"公营林业" )，但边:体数虽甚少，人工林少于天然林(解

议 ) 11体业情况 i羊记于第一章〉。

汕头;山区解放后的造林，经历了"生态型造林一一生态与自给经济结合型造林一一生

态与商品经济结合型选体"的过程，这是各县在营林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特点，也是客观自

然条件所决定的。

解放后的营林工作，布计划有部署的采了中，始于1951年，有领导组织的群众造林，娟

于1952 if: ，其时，林业干部吊着马尾松种子下乡，分发给农会，由农会干部发动群众造林。

1953一一1957年，互助合作时期，政府提出"向荒山荒滩进军"的口号，广泛发动埠

，众采种、?可苗、造林和保护森林。造林事业在新的发展。 195 ，1--1957年，农村普遍建立

了农业初级合作性和高级合作社时， ì明安、揭阳、潮阳、惠来等县，提倡"革!:社:(农业合

作吐〉办林业专业l队，开展一队一山头的耕山活动"于是，出现了许多 t山5辛苦扎寨的

林业专业队、，阱山队。潮安枫混饭的顶剖j山林场和槐山岗青年林场、;自阳听亨镇的彩旗岭

林场、潮 í;日成田镇的简朴林场、 ii来东陇慎的韦棚岭林场，都是由合作化时期的耕山队，

发 Jill成为队〈付〉办林场的。解放后到1957年，全区(现~:;~各县( 111 ) ，不合兴梅相海i在

丰〉共造林面积139.45万亩二

1958一一1962年，由于"共产风"、 "平调 j丸"的盛行，无偿乱砍林木，严重挫伤了

群众的注体积极性，加上三年经济困难，使许多集体的林业专业队放弃了造林，转而成为

"开荒种根队"甚至不惜毁林种廿茨、木茨。国营林场也由于技资被压缩，粮食丰日 日 :j 食

品供应无保证，议j鸟俘林种粮，采取了保住林木不毁，保住林场不跨，保住职工不散的

"三保"措施，以度难关。由于浮夸风的影响，使各级干部不敢讲真话，对工作只报喜不

报忧，即使造林很少或根本没有造林，也得报超额完成任务，否则要挨批评。从那几年的

造林统计数字，或从1970年林业资源普查核实数字，都可见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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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一一1977年 .~王吉林工作德步发展时期，虽然有1967一-1968年"文化大革命"

初期无政府快态时的乱吹滥伐， '1旦造林事业没受大的影响。

1963年以后，由于贯彻《林业十八条)) ，对"大跃进"时无偿砍伐的林木作了彻底n

理、 J~啼，从而强定了人心，调动了碎众发展林业积极性。同时，又普遍恢复和发展了拉

队林场，体业建没有了可 f吊自古基本队伍。再加上国家拨款资助集体造林，使造林事业获得

迅速友窍。各县体业研门还与共青团、民兵、(吁联等团体，共同发动和组织青年、妇女营

造"主年林"、 "民兵林"阳"三八林"。

133 1 →→ 19 7'7年，国家 〈省、地问级 〉共战款达826.37万元(其 rþl 育林基金69 1. 67万

元、体世注 :支 J史资 131.7万元) ，归1]发展造林。 19133一-1977年，共造林914.62万亩(非

保存而民) ， 平均每年造林61万亩。

1973年，任党!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 {:1推行经济体 ;ìliJ 改革，但由于一些基层干部

于fJ 捍众叮改革初开汉的政策的误解，以为林权又要变动了， 因而在一些地方又乱砍林木，

但经及 :~.发亮舌注 :;]IJ lI:二。从总体上说， 1978一-1987年，是汕头地区林业的全而振兴时期，

遗体3 比而开发 lüJ也资源，都有突破性的发展。

19J :\ 平，汕 J~ ;也!主与汕头市合 :坪，建立市统;j~li 县的建ñjlJ 后，市委、 ïlj府根据本地区人多

地 ý巧巧点干n irþ 负有椅讲1m [;1" ~甘传统经验，提出 "J巴山Jl~ 当 fiõ ;ÞH jiÍ!. ~~注:lfpy 的林业生产方

计 ζ"J水果;~;~ I吁吁 i布道路，建设多功能的高放注:13具有汕头特色的综合林业;同时决定，

从 19 8~~ 十一 1989年，每年从iìï财政安排50万.元 ， f~J宝林绿化专用款。

lH8:i平，市委、市政府响应省委、省JI守"十 平绿化广东大地，前五年要{111 上树"的号

召 ， ;!.现 !i~ 本也 1宝 :芜际;青况，提出到 1990年"五年基本绿化汕头大地，前三年要和1上树"的

奋斗目 ?予，同 :可号召各县学习忠来芸领导办绿化示:在点的经验，要求各级领导都要挂勾一

个点高卢于农(七示范，并 j.}~可能增加绿化投资。 1986年，从原来只有市、 县两级的党委书

记、农委 二注任、林业局长办点，扩大到市、县、镇〈 乡 )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都办纬化

示范点。 :自 1987 年 i用雪统计，全市各级领导共办点2 ， 516个， 19 86一-1987年，仅点上的

造 !木达'38.21 万亩，@到较好 t'1\J以点带面的作用。 1985一-1987年，市县两级地方财政(含

有关部门筹建)共安排造休专款652万元(市150万元、县502万元)。

为叨 :元;查过发展林业，解决农忖能源和经济收益问题，从1985年起，造林计划上增

加了发展以台湾 ，旧思、大叶?目思、怯类为主的薪炭林和以杂果、茶叶为主的经济林的 t:t

聋。 1995 一一1987年，两个林种完或造林的面积，占人工造林总面积的84.2% ，其中山地

神果、种茶叶面积，占31.2%( 详见章末附表〉。

1984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全面推广改燃节柴、严禁松树打校和限制林术采伐量，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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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义务植树

汕头市的义务植树运动，从1952年起至1981年《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通过之前，每年虽有进行，但缺乏全民性，也不受法定所制约。 1981年12月 13 日，第五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及1982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之后，全民义务植树，

就成为全民性的、法定性的应承担义务。《办法》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十

一岁至六十岁，女十一岁至五十五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

每人每年植树 3 至 5 株" ，还规定"年满十八岁的成年公民无故不履行此项任务的，所在

单位要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补栽，或者给予经济处罚。整个单位没有完成任务的，要

追究领导责任，并由当地绿化委员会收缴一定数额的绿化费"。

1982年 3 片，汕头地区成立了以专员为主任、有关部门主要负贡同志参加的"汕头地

区绿化委员会" , -f 1立好事机构一一汕头地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地点在地区林业

处) ，负责统一领导全区义务植树运动。各县和各部门也相继成立绿化委员会或绿化领导小

组。各级绿化委员会除常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以及计划和规划有关植树事务外，于每年

植树节( 3 月 12 日〉前后，领导和组织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行动(各届绿化委员会及其办

公室机构，洋见第九章〉。

据统计， 1982-1987年全汕头市在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阜位的领导带头行动下，

参加全民义务植树人数达1 ， 719.13万人次，平均占应参加人数的56.7%:，植树11 ， 613.87

万株，每人次平均植树6.75株。(各年数字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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