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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郑州林业志》是郑州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林业专志。它忠

实地记栽了近一个世纪内郑州林业资源．生产．经济，科学技术

和管理等方面的演变和发展。深刻地总结了昨天，服务于今天，

启迪明天。我锕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沐浴着林业的恩惠，但不少

人对林果树木却知之甚少。本书资料翔实，选材精炼，现点明确，

文笔朴素，将为您打开林业知识之窗。

这部方志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决非偶然。一是各

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鳊修工作，二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

放廓清了思路，三是国泰民安，有了一个好的环境，加之鳊写人

员五个春秋寒暑的辛勤劳作，方孕育出此丰硕之果。本书编辑人

员都是从事林业工作的同志，对郑州的林业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

献。尤其主编赵忠勤同志，在他的晚年，沤心沥血，成此专著，令

人钦佩。而林业人编林业志，又使人倍感亲切。 ．

谨以此为序。

郑州市农林牧业局局长 禹长钧

一九九一年八月

lL，LrtI_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言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

都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编写一部好的地方志，不仅可以

保存历史资料，提供历史经验，服务当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而且还能启迪后代，惠及子孙。

《郑州林业志》是市志丛书中的一部专业志。从1986年5月

开始，在市地方志编委办公室和市局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组的领

导下，采用抽调专人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多方面广泛地收

集资料，历时年余，先后查阅有关资料500多万字，制作资料卡片

千余张。在此基础上于1987年5月进行编纂工作，于1988年5月

完成初稿。为广泛征求意见，将初稿打印发至有关单位，并于该

年12月召开修稿评稿座谈会，会后根据广泛征求来的意见，进行

认真的修改，最后于1989年12月修改稿完成。但这个志书的下限

只到1985．年，出版面世时日，乃缺5年资料，实为一大缺点。为

此遵照市志编委要求，按照前述编志办法又一次组织力量收集资

料，续写至1990年12月底，此为该志书的下限，于1991年7月脱

稿，全书20余万字。

由于时间短促，占有资料不全，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漏误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

’

一九九一年七月



凡例

一，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先分类后分期，按章节结构

排列并附有图表。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近代，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郑州市林业生产发展情况。

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上限为1906年，下限为1990年底。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1990年底郑州市行政辖区为界，包括市

区和中牟县，新郑县，密县，登封县，巩县、荣阳县。

，五，按照专业志贵在“专”字的编撰要求，尽量反映个性，

略去其共性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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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郑州地区位居河南中部，北临黄河西依嵩山。地理位置居北纬

34。161～34。597，东经1130427～114。14’之间。东西长131公里，

南北宽80公里，总面积7 446平方公里(1 016．9万亩)。处浅山丘

陵向豫东平原过渡地带。境内有山岳，丘陵、平原、沙区和低洼

地分布，自西南向东北排列。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

干旱，夏秋湿润，年平均降雨量617毫米。受大陆性季风气候影

响，自然灾害较多，主要有干旱，雨涝，干热风等。植被属北温

带落叶阔叶林。古代多为森林覆盖，随着历史的变迁，种种原因

破坏了中州大地的自然植被，现存者绝大部分系人工栽培，常见

有草本和木本两大类，木本有78科，2,50多属，400多种。现存森妒

林植被面积不大，但优良乡土树种较多，有历史悠久的孑遗树种

银杏，有驰名北国的速生树种泡恫，有高大挺拔质优的毛白杨，有

山、沙荒绿化先锋树种刺槐和适宜山荒造林的油松，侧柏，还有

著名的经济林树种，如：新郑红枣，荥阳柿子，河阴石榴，密县

金银花等。

历史上郑州地区森林面积较大。明朝以前，巩县夹津口以南

的山岭，树木遮天盖地，新中乡的灵官店到老庙山的山路两旁，

山崖上下，有苍柏、翠竹、黄楝，麻栎，郁郁葱葱，山溪清水长流。

登封县志记载，少林寺四面山岭环抱，丛林茂密，好似绿色屏

障。公元70年汉明帝时建造的法王寺院内，现在还长着两棵古银

杏树，高20余米，每秋结实累累。嵩阳书院内还有汉武帝元封元

年所封将军柏两株，冠大树高，生机勃勃。此外还有不少以树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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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村庄，地名，如：椿树张、枣岗，核桃园，花椒岭，松树

洼、槐树坪、柿树沟等，凡此种种都说明郑州地区历史上森林繁

茂。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代政府无视森林的保护和发展，官僚，

地富肆意掠夺，毁林种粮，加之战乱，山火，偷砍滥伐，使森林

面积日益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民国27年(1938年)国民党军队

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水泛滥，致使全区除有大面积的光山秃

岭外；又出现许多沙碱荒地，风起沙飞，肆虐危害，自然灾害频

繁，用材，烧柴奇缺。至郑州解放时，全市森林面积仅存19万

亩，四旁树木仅有5】3万株，全市覆盖率低，巩县．登封和{辫县覆

盖率仅分别为4．1％，3．8％、4％。

郑州解放后，在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林业生产在困

难中起步，在挫折中前进，走过了恢复发展，遭受破坏，又恢复

又发展，再遭受破坏，再恢复再发展的曲折道路。

1949"o[952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郑州市一面建设和巩

固地方政权，一面治疗战争创伤，安定人民发展生产。在农业生

’产逐步恢复的基础上，林业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50年首先

建立了登封、中牟国营林场，195】年建立了郑州市林场，在国家

财力异常困难和百业待兴的情况下，着手恢复和发展林业生产。

一方面，在山区大力实行封山育林，一方面，面对沙区的风沙灾

害，政府筹措一定的资金(小米)，于1950年春开始买苗雇工造

林，在郑郊东北沙区，东南沙区，贾鲁河黄泛道等地，以工代赈，

重点营造防风固沙林，到1952年三年造林12万亩，贾鲁河林带基

本完成。建设了50年代初驰名中外的豫东防护林的一部分。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胜利完成土改复查以

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特别是中央，省，市制定了许多林业

政策，促进了林业生产稳步发展。沙区大型防护林带、中小型护

田林网，田头地边柳杆林，山区封山育林、荒山直播造林均取得

了显著成绩。1957年底，郑郊和中牟县采用前挡后拉．四面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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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密植盖顶、栽植风障等办法固沙造林和营造林带．林网、片

林达17万亩。 ． ，。， ，

．1958"-'1962年，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中，由于极“左”

思潮的影响，林权被打乱，生产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成

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钢铁和大办工具改革时，又错误的提出

“大伐大栽”，口号，导致大面积的林木和四旁树木遭到严重的砍

伐破坏，1961年4月统计，郑郊黄泛道6条防护林带、90万株树

木基本被砍光，市东郊护堤林和农田防护林被砍伐46万株，毁掉大

的结果树1 062株。山区的许多绿林变成了光山，广阔的田野上，

浓荫蔽日的村庄变成了“无毛屯_，“光腚庄”。

1963～1967年，为林业的发展时期。三年困难时期的天灾

和人祸教育了人民，教育了党。党中央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及时采取了正确的

政策和措施。在全市普遍颁发林权证，划清国营、集体、个人的

林权界限；积极实行有生命力的国队合作造林，社队集体造林；

采取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条子林一齐上，乔灌结合，长短

结合的方针，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掀起了植树造林高潮，

短短几年内林业生产又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地区流动沙丘

基本被消灭，许多荒山得到了绿化。新郑县河北张村，1962年开

，几年后均出现了

里，在极“左”路

过渡，空喊政治口

济推到了崩溃的边

下放分管林业的干

管，毁林没人问，

队伍和培育的森林

坏，风沙再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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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重演，当年种植的46万亩小麦有22万亩受灾，有16万亩绝

收。1975年中牟县贾鲁河大面积毁林开荒种粮，1976年登封县改

河造田毁林1．5万亩，150万株。据统计到1976年全市有林地面积

下降，由1972年的899 210亩减少为846 960亩，减少了52 2 50

—一 ，

田0
。

。

1978"01990年，是林业生产的振兴和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肃清了“左”立的流毒．认真贯彻党的一

系列林业政策，各级林业机构重新建立，林业科技人员归队，队

伍不断壮大，林业生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以后，林业生产在这新的形势下，紧跟着探索平原林业新的

发展办法。新郑县首先创出了“统一规划，树随地走，苗木自筹，

谁栽谁有，自主经营”的新办法，不仅受到本县农民欢迎，在全

市推广后，普遍受到群众赞扬，调动了群众造林植树的积极性。

经过三年奋战．新郑县率全省之先实现平原绿化。1982年在农业

大包干政策的推动下，全地区对农田里的树木实行了树随地走或

保本增值，比例分成的办法，有效地保护了原有耕地树木不被破

坏。自1984年以后，植树造林速度加快，全市每年平均完成山，

沙荒造林面积10万亩以上。1985年营造农桐间作林和农田林网林

任务基本完成，四旁树木达到(保存)7 500万株，平原地区绿化

实现。1986年新郑县实现平原绿化达标，1988年中牟县实现平原

绿化达标，1989年密县和荥阳县实现平原绿化达标。西部山区在

“主攻山区”方针的指导下，绿化速度加快，到1990年全市有林

地达到104．7万亩(未扣除1988"01990年采伐面积)。

森林面积的增加，逐步改善了生态环境，改变了沙区和部分

山区的自然面貌，为农牧业增产创造了条件。重沙区县中牟解放

时森林复盖率仅5％，到处滚滚黄沙，随风肆虐，农田种不保收，

随着林业的发展，森林改造自然作用的发挥．现在“只听风声

响，不见黄沙飞”，粮食稳步增长。1982年总产1．8亿公斤，比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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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年增长3倍多。山区造林好的地方亦是山青水秀，农牧业逐步上一

升。巩县核桃园乡西沟大队，1980年开始治山造林，两年修缠山

带5 000条，植树1 206亩，加上工程措施，发挥了显著效益。

1982年8月两天连降暴雨212毫米，全大队耕地和工程安然无损，

径流清水下山。森林带来了五业兴旺，为农．工．副、果品加工

提供了原料、肥料和饲料。郑郊每年能提供1 000万公斤果品供

。应市场。沙区大量的槐叶和槐花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中牟县

1981年养羊16．1万只，1985年发展到20万只。新郑县红枣27年间

总产0．9亿公斤，出1：14 250万公斤。荥阳县崔庙乡郑岗村林业收

入占农业收入的57．6％。林业已成为繁荣农村经济的稳妥可靠的

支柱，为农村带来了生机。民需用材自给率显著提高，由60年代

以前的缺材70年代的紧张，到80年代已能够自给或基本自给了。

以郑郊为例：1982年耗材28 89Q立方米，自产林27 789立方米，自给

率达到96％，与1976年相比提高lo％，新郑县1989年全年农村耗

材3万多立方米，已全都自给。1990年全市生产木材14万多立方

米。供需矛盾有较大缓和。

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无论在育苗，造林、

经营管理和保护方面，都有着技术进步，质量不断提高的显著成

效，同时还出现许多先进典型。50年代，郑郊和中牟县贾鲁河12

万亩大型防护林带的建成，造福了广大人民。登封县已故技术干

部王槐山刻苦钻研，60年代开创了用油松绿化嵩山的新局面，县

政府为他树立丰碑。80年代初新郑县被《人民日报》誉为“平原

绿化后起之秀”，荣获河南省和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的光荣称号。

新郑，中牟，郑郊，荥阳都曾吸引了全国许多地方的领导、专业

工作者和国外友人如：阿尔巴尼亚、西班牙、泰国，新西兰，德

国、巴基斯坦和日本等国的林业代表团前来参观和考察。

自解放以来，郑州地区的林业生产成绩是显著的，但纵观全

局绿化速度还是不快。究其原因较多，主要有：①对林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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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识不够，只认为林业即木材，认识不到林业和绿化关系到自

然．维护生态平衡，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增强农业后劲等长远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问题。②管理体制不合理，服务归林业

部门，经济效益归商业部门，影响生产部门的积极性。⑨由于生

产周期长，国家投资又少，资金十分贫乏，已成为影响林业发展

的制约因素，④科学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经济收益小，加剧

了周期长的弱点，越发制约了林业的发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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