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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志>经过市，区，县抹业主管帮月及有关专家历时8年的辛勤努力，今天阿

世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对此表示祝贺，
一

这本地方专业志书，以存史，资治，教育为目的，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林业40年来的发展

历程，如实反映了北京林业建设的重大成鼓和经验教训，为今后林业的发展必将起蓟重要的

借鉴作用。

北京的林业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发展起来的，虽然几经曲折，但仍取得了重大成就。

建国初期，北京地区童山濯濯，林木寥落，林未覆盖率只有1．3％。从50年代开始群众性植树遣

琳到60年代国营造林的兴起，从70年代的平原绿化到80年代以全民义务植树为特征的大规模

的植树造林运动，一代新的林木资源在京郊大地崛起。1990年底，全市有林面积巳达55万公

顷，林木覆盖率达28．2％，比建国初期增长20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林

业发展更快，成绩更显著。1980--1990年增加的有林面积，大体相当于前30年林木增长量的

总和。

林木资源的大幅度增长，对改善首都环境，丰富首都市场和发展农村经济都起到了重要

作用。

——平原防护林体系基本建成，风沙危害状况大为缓解。经过近40年的努力，郊区平

原80％的农田和村庄实现了林网化和口四旁黟绿化I公路和河流两侧的林带不断扩展和延

伸，规划市区与郊区的结合部镶嵌了一条50米宽的绿化隔离带，北部的京密引水渠两岸蜿蜒

着一条绿化长龙l特别是16万公顷风沙危害地区，一改过去乱石滚滚，沙丘遍地的旧貌，矗

立起数十座果园和1．3万多公顷固沙片林，林木覆盖率达到23．3 oA，初步锁住了流沙。据环保

部门测定， 髫七五移期间与曩六五秒期间相比，北京地区的扬沙日数平均减少了39％。

——沿山风景林带初具规模，风景区的面貌有较大改观。名胜古迹众多的前山脸地区，

从50年代起就是我市造林绿化的重点。这里以国营造林，机关分片造林和义务植树为主体，

战胜了瘠薄、干旱等恶劣条件，已有林地面积2．9万公顷，占前山脸重点地区总面积的49．8％，

初步形成了一条绵延230公里的风景林带。

——水源保护林建设逐步发挥效益，山区保持水土的能力有所增强。特别是密云水库周

围(密云县范围>，巳拥有株木5．4万公顷，林木覆盖率达52％，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起到

重要作用。据测定，最近15年入库河水的含沙量比前15年减少60％。

——县城绿化方兴未艾，公园建设已见成效。近几年，绿化美化作为县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取得长足进展。10个远郊区县巳建成百亩以上公园25处，总面积约530多公顷，并在

县城周围营遣了1200多公顷的片林。目前各县城正朝着。先见林，后见城黟的目标迈进。

——经济林基地已具相当规模，干鲜果品产量稳步上升。目前全市经济林面积已达12万

公顷，比1949年增长12倍多。其中苹果、梨，桃三大树种产量分别超5 000万公斤。一些名，

优．特新品种得剜恢复和发展。果品生产已成为郊区部分农林的支柱产业，并为繁荣首都市

场做出了贡靛。

回顾过去40年北京袜韭的发展历程，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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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镧度下，才能把这项公益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只有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持久地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才能使这项事韭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保

证这项事业的健康发晨，只有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并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三个效益，才能

使这项事业具有生杌和活力。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以百年树木一。在过去的40年，我们正是以“造福当代，荫及后

人劳的崇高宗旨抓林业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也正是为了使这种情况发扬光大。北京的林业

建设任重而道远，愿我们以足够的认识翱勇气，再用几十年，把北京建成森林环抱、生杰健

全，繁花似锦的文明城市。 ，

李莉

199Z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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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代曾经是森林茂密，山青水秀的地方。由于遭受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

的破坏和掠夺，旧中国给北京遗留下来的是荒山秃岭，树木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党和政府把发展林业作为首都建设的重要任务，削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法令，逐步

建立和加强了各级林业机构，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造林，育林活

动。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郊区林业建设进

入了新的全面发展时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近40年的林业发展中，郊区乡村集体作为植树造林的主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

开展的机关分片造林是义务植树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全市的国营造林起到了骨干和示范作

用，1982年以来开展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促进了全社会关心林业的新局面。经过全市广大

农民，林业职工、在京的中央，市属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驻京军队长期的共同努力，

首都郊区培育起一代新的林木资源。据1990年林业资源清查，北京郊区林木覆盖率巳由建盈

初期的1．3％，提高到28．2％，全市有林面积达55万公顷。

当然，近40年来，北京的林业建设也遇刭过挫折和失误，目前的绿化美化速度和程度与

首都建设及人民的需要还有一定距离，但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为了记载北京社会各界．广

大军民和林业职工的植树造林成就，宣传株业建设的重要意义，我们编写了这套《林业态》，

教育当代，启示未来。

编写《北京林业志》始于1983年，至1991年成书。

地方志是一种资料性的著述。虽然在我国编修地方志已有上午年的历史，但是对于我们

这些长期从事林业行政和技术工作的同志来说，更!}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尽管我们努力按照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4月19日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去做，贯彻存真求实的

方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科，组织广大林业干部努力编好<北京

林业志>，使他有着存史的价值。本书翔实地记述了40年林业建设发展的过程和成就。但

是，限于我们的思想水平，侈志的业务水平和文字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请读者

给予指正．

‘北京林业志》编委会

199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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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九麓科技事业与林业教育

林业科技概况⋯．．．⋯⋯⋯⋯⋯⋯⋯一～⋯⋯一⋯⋯⋯⋯一⋯⋯一一⋯一⋯⋯．．．一⋯·，(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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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京郊林木的．三害⋯⋯⋯·．■⋯．o⋯⋯⋯⋯⋯⋯：⋯⋯⋯⋯⋯⋯⋯⋯⋯⋯⋯⋯⋯。(125)
第一节山林火灾⋯··?■⋯⋯⋯⋯⋯⋯⋯⋯⋯⋯：z⋯⋯⋯⋯⋯．．．二⋯：⋯⋯⋯⋯⋯⋯⋯⋯⋯⋯⋯一(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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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三麓 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主要事迹
‘

先进单位(部分)．．．⋯t．．⋯⋯⋯⋯⋯⋯⋯⋯⋯⋯⋯⋯⋯⋯⋯⋯，．．⋯⋯．．．⋯⋯⋯⋯⋯⋯(172>

林业生产先进单位⋯⋯⋯⋯⋯⋯⋯⋯⋯⋯⋯⋯⋯⋯⋯⋯⋯⋯⋯⋯⋯⋯⋯⋯⋯⋯⋯⋯⋯⋯(172)

果品生产先进单位⋯，．．⋯⋯⋯⋯⋯⋯⋯⋯⋯⋯⋯⋯⋯⋯⋯⋯⋯⋯一⋯⋯⋯⋯⋯⋯⋯．．．⋯(183>

蚕桑生产先进单位⋯⋯⋯⋯⋯⋯⋯⋯⋯⋯⋯⋯⋯⋯⋯⋯⋯⋯⋯⋯⋯⋯⋯⋯⋯⋯⋯⋯⋯⋯(157)

．花卉生产，花园式先进单位⋯⋯⋯⋯⋯．．．⋯⋯．．．⋯⋯⋯⋯⋯⋯⋯⋯⋯⋯⋯⋯⋯⋯⋯⋯⋯(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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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先进个人(部分)⋯⋯⋯⋯⋯⋯⋯⋯一⋯⋯⋯⋯⋯⋯⋯⋯⋯⋯．．．．．．⋯⋯⋯m⋯⋯．．．一(189)
市屑单位先进个人⋯⋯⋯⋯⋯⋯．．．．．．⋯一⋯m⋯⋯⋯⋯⋯．．．⋯⋯⋯⋯⋯⋯⋯⋯⋯．．．⋯．．．(189)

机关单位先进个人⋯⋯⋯⋯⋯一．．．．．．⋯⋯⋯⋯⋯⋯⋯⋯⋯⋯⋯⋯．．．⋯⋯⋯⋯⋯⋯m⋯．．．(193)

郊区县先进个人⋯⋯⋯⋯⋯⋯．．．．．．n⋯⋯⋯⋯⋯⋯⋯⋯⋯⋯⋯⋯⋯⋯一⋯⋯⋯⋯⋯⋯．．．·(195)

第十四篇机构的变迁与干部情况

笫一章林业机构的变迁⋯⋯⋯⋯⋯⋯⋯⋯⋯⋯⋯⋯⋯⋯⋯⋯．-．⋯⋯⋯⋯⋯⋯⋯⋯⋯⋯⋯⋯．(210)

第二章林业基层单位的变迁⋯⋯⋯⋯⋯⋯⋯⋯⋯．．．⋯⋯⋯⋯⋯．．．⋯⋯⋯⋯⋯⋯⋯⋯⋯⋯⋯·(9-11)

第三章林业干部情况⋯⋯⋯⋯⋯⋯．．．⋯⋯⋯⋯⋯⋯⋯⋯⋯⋯⋯⋯·⋯⋯⋯⋯⋯⋯⋯⋯⋯(212)

第四章首都绿化委员会领导成员⋯⋯⋯⋯．．．⋯⋯⋯⋯．．．⋯⋯⋯⋯⋯⋯⋯⋯⋯⋯⋯⋯⋯⋯⋯·(216)

第+五篇学会，协会及专业顾问团(组)

第一章学会⋯⋯⋯⋯⋯⋯⋯⋯．．．．．．⋯⋯⋯⋯·⋯⋯⋯⋯⋯⋯⋯．．．⋯⋯⋯⋯⋯⋯⋯⋯⋯⋯⋯⋯⋯．(219)
第一节北京林学会⋯⋯⋯⋯⋯⋯⋯⋯⋯．．．⋯．．．⋯⋯⋯⋯．．．⋯．．．．．．⋯⋯．．．⋯⋯⋯⋯⋯⋯⋯⋯⋯(219)

第二节北京果树学会⋯．．．⋯一⋯⋯．．．．．．．．．．．．⋯．，．一，．．⋯⋯⋯⋯⋯⋯⋯⋯⋯．．．⋯⋯⋯⋯⋯⋯⋯⋯(222)

第二章协会．．．⋯⋯⋯⋯⋯⋯⋯⋯⋯⋯⋯⋯⋯⋯⋯⋯⋯⋯⋯⋯⋯⋯⋯⋯⋯⋯⋯⋯⋯⋯⋯⋯”(223>

第三章专业顾问团(组)⋯⋯⋯⋯⋯⋯⋯⋯⋯⋯⋯⋯⋯⋯⋯⋯⋯⋯⋯⋯⋯⋯⋯⋯⋯⋯(224)

第一节综述⋯⋯⋯⋯⋯⋯⋯⋯⋯⋯⋯⋯⋯⋯⋯⋯⋯⋯⋯⋯⋯⋯“⋯⋯⋯⋯⋯一⋯⋯⋯⋯⋯⋯⋯“(224)

第=节林业顾问团(组)⋯⋯⋯⋯⋯⋯⋯⋯⋯⋯⋯⋯⋯⋯⋯⋯⋯⋯⋯⋯．．．⋯⋯⋯⋯⋯．．．⋯⋯⋯(226)

第三节果树顾问团(绝)⋯⋯．．．⋯⋯⋯⋯⋯⋯⋯⋯⋯⋯⋯⋯⋯．．．⋯⋯⋯⋯⋯⋯⋯⋯⋯⋯⋯⋯⋯<227)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笫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十六麓大事记

第十七麓朝阳区的林业’

概j苤⋯⋯⋯⋯⋯⋯⋯⋯⋯⋯⋯⋯⋯⋯⋯⋯⋯⋯···⋯···”··⋯⋯⋯⋯⋯”⋯⋯⋯⋯·⋯⋯⋯”(253)

朝阳区概况⋯⋯⋯⋯⋯⋯⋯⋯⋯⋯⋯⋯⋯⋯⋯⋯⋯⋯⋯t⋯⋯⋯⋯⋯⋯⋯⋯⋯⋯⋯⋯⋯”(253)

朝阳区行政区域的变更及农村林业组织机构的建立⋯⋯⋯⋯⋯⋯⋯⋯⋯．．．⋯⋯⋯⋯⋯⋯(255)

大事记⋯⋯⋯⋯⋯⋯⋯⋯⋯⋯⋯⋯⋯⋯⋯⋯⋯⋯⋯⋯⋯⋯⋯⋯⋯⋯·⋯⋯⋯⋯⋯⋯·(258)

林业调查设计与林业区划⋯⋯⋯⋯⋯⋯⋯⋯⋯⋯⋯⋯⋯⋯⋯⋯⋯⋯⋯⋯．．(270)
林业资源调查⋯⋯⋯⋯⋯⋯⋯⋯⋯⋯⋯⋯⋯⋯⋯⋯⋯⋯⋯⋯⋯⋯．．．⋯．．．⋯．．．⋯⋯⋯⋯⋯(370)

捌c业区划···⋯⋯⋯⋯⋯⋯⋯⋯⋯⋯⋯⋯⋯⋯⋯⋯⋯⋯⋯⋯⋯⋯⋯⋯⋯⋯⋯⋯⋯⋯⋯⋯⋯(271)

植树造林⋯⋯⋯⋯⋯⋯⋯⋯⋯⋯⋯⋯⋯⋯⋯⋯⋯⋯⋯⋯⋯⋯⋯⋯⋯⋯⋯⋯⋯⋯(273)
育苗⋯⋯⋯⋯⋯⋯⋯⋯⋯⋯⋯⋯⋯⋯⋯⋯⋯⋯⋯⋯⋯⋯⋯⋯⋯⋯⋯”一⋯⋯⋯⋯⋯⋯⋯“【274)

风景林⋯⋯⋯⋯⋯⋯⋯⋯⋯⋯⋯⋯⋯⋯⋯⋯⋯．．．⋯⋯⋯⋯⋯⋯⋯⋯⋯⋯⋯⋯⋯⋯⋯⋯⋯(276)

防护林⋯⋯⋯⋯⋯⋯⋯⋯⋯⋯⋯⋯⋯⋯⋯⋯⋯⋯⋯⋯⋯⋯⋯⋯⋯⋯⋯⋯⋯⋯⋯⋯⋯⋯⋯(278)

大环境绿化⋯⋯⋯⋯⋯⋯⋯⋯⋯⋯⋯⋯⋯⋯⋯⋯⋯⋯⋯⋯⋯⋯⋯⋯．．．⋯⋯⋯⋯⋯⋯⋯⋯(280)

果树栽培与果品生产⋯⋯⋯⋯⋯⋯⋯⋯⋯⋯⋯⋯⋯⋯⋯⋯⋯⋯⋯⋯⋯⋯⋯⋯⋯”(286>
果树资源与发展⋯⋯⋯⋯⋯⋯⋯⋯⋯⋯⋯⋯⋯⋯⋯⋯⋯⋯⋯⋯⋯⋯⋯⋯⋯⋯⋯⋯．．．⋯⋯(286)

果树种类与主栽品种⋯．．．⋯⋯⋯⋯⋯⋯⋯⋯⋯⋯⋯⋯⋯⋯⋯⋯⋯⋯⋯⋯一一⋯⋯⋯⋯⋯(286)

森林保护⋯⋯⋯⋯⋯⋯⋯⋯⋯．．．⋯⋯⋯⋯⋯⋯⋯⋯⋯⋯⋯⋯一⋯⋯⋯⋯⋯⋯(289)
林政法规与贯彻执行⋯⋯⋯⋯⋯⋯⋯⋯⋯⋯⋯⋯⋯⋯⋯⋯⋯⋯⋯⋯⋯⋯⋯．．．一⋯⋯⋯⋯(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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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全民义务植树⋯⋯⋯⋯．．．⋯⋯⋯⋯⋯⋯⋯⋯⋯⋯⋯⋯⋯⋯⋯⋯⋯⋯⋯⋯⋯⋯⋯⋯⋯⋯⋯(333)

第七节林业露三定一⋯⋯⋯⋯⋯⋯⋯⋯⋯⋯⋯⋯⋯⋯⋯⋯⋯⋯⋯⋯⋯⋯⋯⋯⋯⋯⋯⋯⋯⋯⋯⋯(335)

第八节城镇绿化⋯⋯⋯⋯⋯⋯⋯⋯⋯⋯⋯⋯⋯⋯⋯⋯⋯⋯⋯⋯⋯⋯⋯⋯⋯⋯⋯⋯⋯⋯⋯⋯⋯⋯(335>

第九节古树名木⋯⋯⋯⋯⋯⋯⋯⋯⋯⋯⋯⋯⋯⋯⋯⋯⋯⋯⋯⋯⋯⋯⋯⋯⋯⋯⋯⋯⋯⋯⋯⋯⋯⋯(340>

第四章果树⋯⋯⋯⋯⋯⋯⋯⋯⋯⋯⋯⋯⋯⋯⋯⋯⋯⋯⋯⋯⋯⋯⋯⋯⋯⋯⋯⋯⋯⋯⋯⋯⋯⋯⋯(340>

第一节概况⋯⋯⋯⋯⋯．．．⋯⋯⋯⋯⋯⋯⋯⋯⋯⋯⋯⋯⋯⋯⋯⋯⋯⋯⋯⋯⋯⋯⋯⋯⋯⋯⋯⋯⋯⋯(340>

第二节河西果树⋯⋯⋯⋯⋯⋯⋯⋯⋯⋯⋯⋯⋯⋯⋯⋯⋯⋯⋯⋯⋯⋯⋯⋯⋯⋯⋯⋯⋯⋯⋯⋯⋯⋯(342)

第三节河东果树⋯．．．⋯⋯⋯⋯⋯⋯⋯⋯⋯⋯⋯⋯⋯⋯⋯⋯⋯⋯⋯⋯⋯⋯⋯⋯⋯⋯⋯⋯⋯⋯⋯⋯(343>

第五章花卉⋯⋯⋯⋯⋯⋯⋯一⋯⋯⋯⋯⋯⋯⋯⋯⋯⋯⋯⋯⋯⋯⋯⋯⋯⋯⋯．．．⋯⋯⋯⋯⋯⋯⋯·(345)

第一节花卉业概述⋯⋯⋯⋯⋯⋯⋯⋯⋯⋯⋯⋯⋯⋯⋯⋯⋯⋯⋯⋯⋯⋯⋯⋯⋯⋯⋯⋯⋯⋯⋯⋯⋯(345)

第二节市场花卉⋯⋯⋯⋯⋯⋯⋯⋯⋯⋯⋯⋯⋯⋯⋯⋯⋯⋯⋯⋯⋯⋯⋯⋯⋯⋯⋯⋯⋯⋯⋯⋯⋯⋯(347>

第三节丰台区名优花卉⋯⋯⋯⋯⋯⋯⋯⋯⋯⋯⋯⋯⋯⋯⋯⋯⋯⋯⋯⋯⋯⋯⋯⋯⋯⋯⋯⋯⋯⋯⋯C 351>

第四节公园花卉⋯⋯⋯⋯⋯⋯⋯⋯⋯⋯⋯⋯⋯⋯⋯⋯⋯⋯⋯⋯⋯⋯⋯⋯⋯⋯⋯⋯⋯⋯⋯⋯⋯⋯(355>

第五节花展⋯⋯⋯⋯⋯⋯⋯⋯⋯⋯⋯⋯⋯⋯⋯⋯⋯⋯⋯⋯⋯⋯⋯⋯⋯⋯⋯⋯⋯⋯⋯⋯⋯⋯⋯⋯(359)

第六章林业机构⋯⋯⋯⋯⋯⋯⋯⋯⋯⋯⋯⋯⋯⋯⋯⋯⋯⋯⋯⋯⋯⋯⋯⋯⋯⋯⋯⋯⋯⋯⋯⋯⋯(363>

第一节林业机构⋯．．．⋯⋯⋯⋯⋯．．．⋯⋯⋯⋯⋯⋯⋯⋯⋯⋯⋯⋯⋯⋯⋯⋯⋯⋯⋯⋯⋯⋯⋯⋯⋯”(363>
第二节专业学会．协会⋯⋯⋯⋯⋯⋯⋯⋯⋯⋯⋯⋯⋯⋯⋯⋯””⋯⋯⋯⋯⋯⋯⋯⋯⋯⋯⋯⋯⋯”(366>

， 第十九麓海淀区的林业
’

第一章概述⋯⋯⋯⋯⋯⋯⋯⋯⋯⋯⋯⋯⋯．．．⋯⋯⋯⋯⋯⋯⋯⋯⋯⋯⋯··：⋯⋯⋯⋯·(368>

第一节历史沿革⋯⋯⋯⋯⋯⋯⋯⋯⋯⋯⋯⋯⋯⋯⋯⋯⋯⋯⋯⋯⋯⋯⋯⋯⋯⋯⋯⋯⋯⋯⋯⋯⋯⋯(368)

第二节林业简况⋯⋯⋯⋯⋯⋯⋯⋯⋯⋯⋯⋯⋯⋯⋯⋯⋯⋯⋯⋯⋯⋯⋯⋯⋯⋯⋯⋯⋯⋯⋯”⋯⋯·‘370>

第三节林木覆盖率⋯⋯⋯⋯⋯⋯⋯⋯⋯⋯⋯⋯⋯⋯⋯⋯“⋯⋯⋯⋯⋯⋯⋯⋯⋯⋯⋯⋯⋯⋯⋯⋯·(373)

第二章林业资源～⋯⋯⋯⋯⋯⋯．．．⋯⋯⋯⋯⋯⋯⋯⋯⋯⋯⋯⋯⋯⋯⋯⋯⋯⋯⋯⋯⋯⋯⋯⋯⋯‘374>

第一节林业用地⋯⋯⋯⋯⋯⋯⋯⋯⋯⋯⋯⋯⋯⋯⋯⋯⋯⋯⋯⋯⋯⋯⋯⋯⋯⋯⋯⋯⋯⋯⋯⋯⋯·‘374>
第二节立木材积(活立木总蓄积)⋯⋯⋯⋯⋯⋯⋯⋯⋯⋯⋯⋯⋯⋯⋯⋯⋯⋯⋯⋯⋯⋯⋯⋯⋯⋯(375>



8 北京林业志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螽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七荜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树木品种资源⋯⋯⋯⋯．．．⋯⋯⋯⋯⋯⋯⋯⋯．．．⋯⋯⋯⋯⋯⋯⋯⋯⋯⋯⋯⋯⋯⋯⋯⋯⋯．．．(377)

主要树种生育溉况⋯⋯⋯⋯⋯⋯⋯⋯⋯⋯⋯⋯⋯⋯⋯⋯⋯⋯⋯⋯⋯⋯⋯⋯⋯⋯⋯⋯⋯⋯(379)

营林机构与建制沿革⋯⋯⋯⋯⋯⋯⋯⋯⋯⋯⋯⋯⋯⋯⋯⋯．．．⋯⋯⋯⋯⋯⋯⋯⋯-(392)
绿化委员会⋯⋯⋯⋯⋯⋯⋯⋯⋯⋯⋯⋯⋯⋯⋯⋯⋯⋯⋯⋯⋯⋯⋯⋯⋯⋯⋯⋯⋯⋯⋯⋯‘(392)

护林防火委员会⋯⋯⋯⋯⋯⋯⋯⋯⋯⋯⋯⋯⋯⋯⋯⋯⋯⋯⋯⋯⋯⋯⋯⋯⋯⋯⋯⋯⋯⋯⋯(392)

农林水利局⋯⋯⋯⋯⋯⋯⋯⋯⋯⋯⋯⋯⋯⋯⋯⋯⋯⋯⋯⋯⋯⋯⋯⋯⋯⋯⋯⋯⋯⋯⋯⋯”(394)
果树林业学会⋯⋯⋯⋯⋯⋯⋯⋯⋯⋯⋯⋯⋯⋯⋯⋯⋯⋯⋯⋯⋯⋯⋯⋯⋯⋯⋯⋯⋯⋯⋯⋯(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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