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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县地区历史上到处呈现草木茂盛、古木参天、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森林景观。据史

志书籍记载：唐贞观年间，滁州野蚕成茧，食槲叶，成茧大如奈，其色绿，凡收六千五

百七硕，宋之滁州西南诸峰林木葱茏，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 “环滁皆山也，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

阴。”I元时之定远韭山、横涧山“树木森罗、虎豹众聚伤人。”；清之风阳“县境观音

山，旧多栎树，雍正年间犹有六千余株，树遂合抱"。来安县淡竹、水竹、刚竹“遍布山

野”。这些茂密的森林为该地区人民的生存、繁衍创造有利条件，在自然、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演变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腧级的摧残和

战火兵燹之害，原有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方变成了荒山秃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之后，该区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广泛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经过卅余年的奋斗，两

百多万亩宜林丘陵岗地披上了绿装，林木苍翠，花香四溢，松涛声鸟鸣声不绝于耳，一

扫往日童山濯濯之荒凉景象。

《滁县地区林业志》以翔实的资料，科学地系统地记载了该区林业发生、昌盛、

衰退、再发羼的森林兴衰史实。既简明扼要的反映该区人民在历史上保护林木、发

展林业的功绩，又实事求是地详尽地把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林业建设成就载入志书，

寓经验教训予事物的记述之中。有益于当代，造福子子孙。

《滁县地区林业志》是一部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纂的林业志书，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看不为失一部比较

成功的新专业志，对于继承历史传统，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指导当前林业工作等都有着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

《滁县地区林业志》主编徐文铮同志，长期从事林业技术工作，经验丰富，贡献颇

多，尤为可贵的是在古稀之年，不辞劳苦地收集整理资料，呕心呖血的编纂成一部20万

字的林业志书，为后代提供珍贵资料。他这种坚强意志，热诚林业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

钦佩和学习。

滁县地区是我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她的每一一项建设成就对我来说均是莫大鼓

舞，可能由于我是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缘故，当他们把荒凉的土地精心绘制成绿色画卷

时，更是欣喜若狂。今Ft喜读《滁县地区林业志》，浮想联翩，激情难己，为此，我写

了上述这些话，权作为序。

聂 皓



珍惜成果继续前进

吴炎武

《滁县地区林业志》由于领导关怀和有关同志的努力，现已编汇成册>即将付印，

深感欣慰。编者要我为这本志书写几句话，从以往的工作上来说，我是义不容辞的·

滁县地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有些地方就建翅了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

是屹立在长江、淮河之间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里的人民，无论是在峰火连天的战

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都痄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我

们应当永远记住。

滁县地区有I万三千三百平方公里，丘陵占百分之六十九，可以造林的山场原有三

百六十多万亩，除去牧场和其他用地外，尚有二百八十多万亩。全区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是一个良好的宜林地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周恩来总理“青山长在，永续利用”

的思想指导下，全区人民和林业战线上的各级干部、技术人员、广大职工数十年如一

日，勤俭创业，艰苦奋斗，终于初步改变了解放前穷山恶水的旧面貌，使绵延数百里的

山区，二百二十多万亩的山，绿树成林，郁郁葱葱，出现了山青水秀，珍鸟归林的可喜

景象。四旁植树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中林部领导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这些成绩之取

得，首先应归功于全区人民，归功予林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归功于各级技术人员和领

导干部。1964年，中林部曾确定我区为全国造林基地之一，当时j苟昌五吾q部长刘昆局

长曾亲临我区蹲点数月，具体指导造林工作，为我区林业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原地

区行署林业局长邵曙光同志、原全椒县分管林业的副县长蔡筱波同志、原地区行署林业

局工程师徐文铮同志，长期战斗在林业战线上，筚路蓝缕，沐雨栉风，尽职尽责，艰苦

奋斗，为发展我区林业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这种工作态度，事业精神，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

回顾过去，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全区尚有数十万亩荒山急待绿化，四

旁植树也大有潜力可挖；已有的山林中，宥的林种树种单一，有的管理不善，近年松

林病虫害又较普遍的发生，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既要看到过去成绩的可喜，更

要看到今后任务的艰巨。我们应当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深入调查研究，钻研科学技

术，积极努力，艰苦奋斗，为绿化皖东大地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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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县地区介于江淮之间，有1．3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自然地理属于亚热带与暖温带

过渡地带，在皖东具有代表性。

建国前300万亩宜林丘陵，不知荒芜了多少年月，极目环视，童秃牛山，绵延达数

百里，景象凄凉，成为木材、薪炭奇缺之区。

建国后，“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是我国林业大政方针。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我区林业的发展；把林业放在国民经济建设重要地位。广泛宣传植树造林能改善生态环

境，促进农业增产丰收和提高人民健康重大意义。大力发展林业建设，以法i治林在不

到20年时间绿化了全区80％以上的荒山。津浦铁路两侧树木葱茏，不但美化了山河、改

善了生态环境，而且建立了皖东江淮地区用材林基地，显示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新中国一成立，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了首要任务。建国初期我区以严禁烧山、封

山护林两大号召来恢复山区生产秩序。继之大搞育苗造林，封山育林，先在重点县建立

林业工作站，逐步健全地、县两级业务管理机构，广设林场、苗圃，使林业生产趋于正

轨专业化道路，林业生产大步前进。全区现有人工林223万亩，抚育管理之善，林相之

好在我国南方人工林区是罕见的。国营森林蓄积量达275万立方米，每30年一个轮伐期，

即可实现青山常在，永续作业的目标。我区林业发展之快、成就之大是旧中国统治者所

望尘莫及的，也是我区林业史上辉煌的篇章。

历史经验的可贵，以史为鉴，提供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我们以实事求是精神，不

虚美、不掩过，把我们走过的道路、取得的经验教训以及林业发展史实，汇编入志，为

后代留下林业的信史，这是我们编撰《滁县地区林业志》的目的。

1983年开始林业志的编写工作，由于十年动乱，人事沧桑，林业资料荡然无存，先以

片断回忆记述，又难汇编成册，时断时续，搁置两年，1985年在行署地方志办公室指导

下，对编志工作重整力量，拟订编目顺序前进，初稿于1986年4月完成，广征意见，进

行修改补充，但仍难表达我区林业发展的全貌，由于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希专家和
同行们不吝指正。

徐文铮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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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地理位置

滁县地区位于安徽省东部，介于江淮之间，东及东南与江苏省江浦、六合、高邮，

仪征、金湖、盱眙、泅洪县接壤，南及西南与和县、含山、巢湖、肥东县交界，西与长

丰县、淮南市相邻，北与蚌埠市、五河县及怀远县毗连。地理座标东经117。107—

119。317，北纬31。517—33。13'之间。

全区面积13328平方公里，其中属淮河流域8953．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7．2％，

属长江流域4374．5平方公里，古总面积32．8％。依地形来分，低山丘陵4411．5平方公

里，约古总面积33．1％，浅丘岗地7056．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53％，湖河圩田1313．2平

方公里，占总面积9．8％，沿淮洼地546．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4．1％。全区宜林地、约

287．8万亩。

第二节辖区范围

滁县地区辖：、天长、来安、全椒、定远、凤阳、嘉山六个县及滁州市。除嘉山于

三十年代建置外，其余均在唐宋朝代即建置于今。全区有35个区，251个乡，14个

镇，2197个村，23802个生产队，756200户，3433700人。

历史给这里留下许多美好的古迹：滁州市的旅游胜地琅琊山为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

的封地，并建琅琊寺古刹。醉翁亭系宋代琅琊寺智仙法师为欧阳修所建，有著名的《醉翁

亭记》记之。滁州西部丰乐亭是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为欧阳修所建，先疏山泉后建

亭，当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欧阳修将此亭命名为丰乐亭，将泉名之为， “丰乐泉”

并作《丰乐亭记》以叙其事。宋广佑年间，滁州知州陈知新重新疏凿，改名为“紫薇

泉”。明代王原珩为此泉题字，并立碑于泉上，碑毁于文化革命，题字依然存在。

全椒县系《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故乡，城郭有南屏山。天长县有胭脂山、凤阳县有

风阳山、蝉窟寺、定远县有韭山洞、凤阳县有明皇陵、龙兴寺，皖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

作出了巨大贡献，来安县半塔、定远县藕塘是革命根据地，两地均建有烈士陵园、纪念

馆、纪念碑矗立其中，围绕苍松翠柏，庄严肃穆，供人景仰。

第三节地形地貌

本区内多丘陵，向东散止洪泽湖南岸，属郯庐深大断裂带和大别山沉降带的范畴。

主要山脉是大别山余脉，面积广阔，山名搴多，较有名的有滁州市皇甫山、琅琊山，来



安县长山、全椒县孤山、大山、定运县岱山，凤阳县风阳山、嘉山县老嘉山。分布子皖

东江淮分水岭两侧，也是我区自然条件南北分异的主要界线。土壤、气候，植被、物种

等均肴明显地北亚热静向暖温带过渡性质特点。海泼高一般50至loo米，局部高丘有300
多米以上，嘉山县老嘉山§s2米，全椒县车毂尖395．4米，滁卅市皇甫山北将军gr令399．2

米，天长县境内平畴坦荡，重湖波泽，大部分为水圩湖泊平原地区。

第四节气候±壤

本地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富’位于亚热带北部边缘，处于从华中湿润带

向华北半干旱温和带的过渡地区，季风交替明显，冬半年受冷气团的控制，多西北风，

夏半年来自海洋的暖气团古优势，多东南风，六、七月问“梅雨”是南北季风交替的结

果。年平均温度14．3℃，最高温度41．2℃，最低温度一23．8℃；年乎均降水量939．9～

1031。2毫米，多集中在六、七、八兰个月，为全年降水量45％，．而十二月最少，为21．2毫

米j全‘年丑照时数为2230．2小时，年太阳辐射总量在1088千卡／(厘米)2；无霜期约

219-。227天i因此，本地区的特点是：冬旱多风，降水量和降水次数均少，但有时每次

降水量还比较集中，晚霜期延续较迟。夏季降水量较多，常出现狂风暴雨，并在夏秋之
交常出现较畏的夹秋旱，入秋雨量较少，而冬后偶雨出现大雪，积雪较厚。

本区土壤种类多，宜林荒山荒地土壤深度一般20公分至1米。土质：．中部{工_淮

分水岭两侧为沙岩、片岩等，老嘉山一带多为角斑岩、山头复盖玄武岩，池河、岱山之

间有小块花岗岩。．南部花山、关山、大山一带及北部凤阳山为石灰岩及石灰质片岩，风

阳由东坡、北坡及石门山一带有沙岩、石英表分布。东部=十里长山复盖着玄武岩，局部

地段分布小砸积石灰岩。不少地段±层瘠薄，岩石裸露。宜林地均系缓坡丘陵，波状起

伏岗地。地带性土壤为下蜀系黄棕壤，它是棕壤向黄棕壤过渡类型的土壤，可分为普通

黄棕壤，残余碳酸盐黄棕壤和粘盘黄棕壤三种。

大面积宜林荒山，适于林木生长，发展林业生产，效益显著。

第五节河流水系

本区主要水系有滁河、清流河、来河、襄河同汇于滁河注入长江。池河、小溪河、

濠河由南向北流入淮河，江淮分水界线明显。天长县境内湖泊较多，东有三、四个乡滨

临高邮湖，主干河流有自塔、杨村、铜龙、秦栏、王桥贯穿全县。

我区较大的湖泊有高邮湖、女山湖、七里湖、花园湖。高邮湖也是淮水入江通道之

一。较大水库有20座，容量最大的为全椒县黄栗树水库。

第六节交通
：，-

境内有津浦、淮南两条铁路线。公路有合浦，合蚌及泗浦公路等干线，县以下基本上

乡乡通学汽枣扩盘地区所在地滁州市至任何一县，都可当日往返，交通极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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