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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我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史料记载形式之一，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功用卓著，蜚声中外，历来为世人所关注和赏识。 ’．
’

明、清以来所编《湖北通志》，对有关林业情况的记述，仅偶见于山JII、土产、名

、胜或志异等篇，寥寥数语，内容匮乏，很难纵览湖北林业全貌。旧中国，政治腐败，

外患内忧，社会动乱，加之，林业机构有名无实，有关林业活动情况和资料，也得不

到必要的记载和妥善保存，有幸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也往往残缺不全，有些现在

也无法弥补。因而，要编出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型林业志书，工程浩繁，任务艰巨，既

要继承，更须创新。 ，

编纂《湖北林业志》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省林业生产发

展的历史与现状，为领导机关及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发展林业的方针与决策，提供

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为省内外了解湖北林业，加强各种横向联系，提供多方面的

信息和情况；为林业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活跃林业经济，实现林业现代化，

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教材，为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发扬艰苦创业的优

良传统，树立爱国、爱林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加速绿化

湖北，美化家乡，重视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作出新的贡献。总之，《湖北林业志》负

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多种功用，献之于当世，垂之于千秋，流传于后代，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4：：、

’， 1981年，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提出设置林业专志的方案。经过筹备，1982

年正式成立湖北省林业志编纂委员会，下设编辑室，选派人员，专司其事。修志工

作从开始搜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广征博采资料(1981---1983

年)，整理资料专题试写(1984w1985年)，编印初稿组织会审(1986--1987年)，修

改定稿成书(1988年1—6月)。全部编修工作，在边搜集、边补充、边修改、边审定

中进行。整个编写成书有四次重要活动：其一，于1983年10月，在襄樊市召开了

有100多人参加的全省林业系统修志工作会议；其二，于1984年6月，在武昌饭

店召开了部分篇章的试写审稿会；其三，于1985年8月，在蒲圻市陆水林场召开，

了全体编写人员参加的各篇童资料整理初审交流会；其四，于1987年9月，在汉

阳嵩阳林场召开了志书初稿背审的编委扩大会。这几次活动对推动修志进程、充

实内容和提高志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本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本着详近略远，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实事求是，不作

矫饰为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力求突出重点，展现特色，用尽可能准确的史实资

料，如实反映百余年来全省林业活动情况。全书寓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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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于一体，汇营林、森工、林政及科教于一书，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林业特色，是

。一部较全面翔实的湖={l三林业“百科宝书：根据新编地方志．的要求，全书记述的重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林业生产建设情’

况。为突出我省林业特点，对独具特色的事例、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物产，如珍、 i

．稀、古、大、名木，主要名、优、特林副产品，优良种苗的培育，速生丰产林基地的建
。

设，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与推广，重点林区的开发建设，生物防治森林病虫害，不

同类型的林业范例，党和国家以及省里领导人对湖北林业的关怀等等，均有较详

记述。。’ ：，
p

，，1六年来，编辑室及各编写组在省、市档案馆、图书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省直有关部门及厅直有关单位，共查阅各类档案2000 ’．

多卷，报刊杂志200多种，征集照片、地图1000多张(幅)，抄写或复印文字资料近

2000万字。’经过三次会审，四改篇目，五易其稿，最后成书为12篇47章，共70余
1

万字，附图20：张，彩色照片200多幅。按志书体裁要求，全书包括志、记、传、图、

录，以志为主体；图表、照片穿插其间，取材广泛，图文并茂：主要内容分为：概述， 。

森林类型与珍稀古大名木．'营林事业，国营、集体林场，森林保护，森林开发利用，
． 森林副产物，林业勘察设计、林业科学技术，林业教育，林业行政管理，林业财务， 一

．
以及林业大事记要若干篇附录。本志书的编成是省林业厅领导的重视与关怀，全

，体参加编写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集体智慧的结晶。。
+

’，|．

‘

‘本志书在编撰过程中，曾得到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密加凡、办公室主任郭 ，‘

同新、总编室主任任平，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骥、科长李复兴，省委

农村政策研究室处长黄继友等的大力支持与指导。省委组织部处长张牢生，《湖北

日报》社张其军，李光羊等，献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原省长张体学的一些珍贵

照片。还有省内外一些单位和个人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在此；-并致以诚挚的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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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六载耕耘，纂集成书，但因时间短促，加之编辑水平及知识所限，遗漏和谬误 · 。·

在所难免，深恐有负众望，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一．一。。 “．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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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北林业志》是全省林业广大职工、林农、林业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纪实，并为今后林业开发与建设，合理利用森啉

资源i维护生态平衡：发展林业生产提供咨询与借鉴。一r’、‘·
· -t‘ 一～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编撰而成。 ． ，

．

三、本书断限：上限定为1840年，根据史料情况，也可推前或延后；下限断至

1985年，为了把某一事物完整地记述下来，个别章节也有断至1986年、1987年。

四、本书体裁：根据《湖北省志编纂体例》的有关规定，运用“以事．为经"的纪事

本末体，按事以类从，横分竖写，详今略古，突出重点的要求，如实记述各项事业的

沿革与现状。

五、本志纲目：根据志书体例的要求，结合林业特点进行分类，层次结．构采用 。

篇、章、节、·目，节或目以下事项题记按序号排列或以黑体字显示。其中部分篇、章

减少了节的层次。，由章到目。
、

．

六、人物记述：按照。生不立传"和“以事带人力的原则，除对本省林业发展做出 ，

重大贡献的已故国家和本省领导人、著名林业专家、林业劳动模范列有专记或传’

略外，其他人物均将其事迹、活动记入有关章节。历任省林业厅(局)长等领导人，

均列有简表附后。 ．

‘

．。

．

七、大事记要：采用“编年体力，按事件发生先后，以时为序，逐条记述。由于本

省林业史料较少，故本志仅记述1949年至1985年的一些事件。

八、名称运用：历史朝代，沿用历史正称，不加虚词。对地名，除经国务院和地，，一

方政府正式命名或更名者外，一律沿用历史的或习惯性称谓。对机构名称，一般以

印鉴为准，如多次出现也可简称．。对人物，一般直书姓名，必要时写明具体职务或

职称。“建国劳、“新中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本省力、“全省一，系

指湖北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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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书中所用林业科学技术术语、名词等，以林业部r1’ji，定的为准，未经审定

和统一的，从习惯。

十、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

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一
”1

’i?j，十一、数字表示：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码。：：，n．’．

’·．十二、寒体文风：采用语体文，编撰体i力求严谨、朴实‘；不写浮词、空话，杜绝

大话、假话。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寓褒贬于事实记述之中。，j ．一’ 移一一

F，√：一，：’：、一+ 。：：；?，：i。 ‘专j一；、。一．：j、‘，：j、，“一，．《。：o一
慊 ．

，。 。：。：．； 0 j，：-。一 ‘。‘{．、ik‘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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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林业志》编写人员

《湖北林业志》编写人员‘j．j

(按姓氏笔划排歹IJ)‘

丁松昂． 马子元。、．马秀珍(女)王永年一．王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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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自清 郑盛德 胡知定．．胡仕良’，·施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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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海 黄志伟 常 明 彭运泉 喻可洪

谌梦异 董 纯 谢 戆! 简旭藻 赵广松
蔡大干～ 廖治安’，：熊礼云 ’熊贤山7 j j谭正齐
韩象恩 ：戴大谦



董必武两次来鄂视察林业 ． 、

1963年底，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到湖北代表组专门就

林业问题作了发言。指出要改变我国木材短缺和部分地区生态平衡失调、水旱灾害严重的状

况，就必须发展林业。会后，已近八十高龄的董老，亲自到全国各地视察，于1964年、1965年两

度来鄂，就林业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和撰文、写信、作诗，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当时，对湖北和

全国的林业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j ：

‘●

d●

’’
． 第一次来鄂’ ．-

’

·

1．964年1月上旬，董老来武汉，正值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全省林业会议。1月8日，他亲临

会场，亲切地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地市的专员、市长和省直有关厅局的负责人，同大家座谈，并

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国的林业应当赶上象芬兰、瑞典那样的林业发达国家。如果象现在这

样缓慢发展，到底什么时候克服我们的困难?接着，他列举了国家对木材的需要量和林业现状

不适应的情况，强调说，林业工作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是否可以提。大办林业”的口号
‘

呢?现在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大办”，不是说今天干一下算了，而是要一直贯彻下去。我

们要急起直追，赶上去，实现林业的现代化，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董老还对铁路、公路、水

利干渠和村子周围植树提出了四点建议。

i 1月9日，董老离鄂去广州。途中将在湖北林业会议上的讲话，概括成《植树造林诗二首》。

在题为《农村要大办林业》的诗中写道： ，1
。，

。
·

．·

．

‘

．’

．

．4 。-
一

’一 ，

}—4 f

农轻重布局，林业附于农。 * 林权照规定，．为私也为公。，

农村大动员， 林业始有功。 鲁
。． 社队订公约， 护林责任崇。

每农户年植， 十株桧柏松。 * 见缝即插针， 不让地有空。

鄂农六兆家，树增千万丛。 ‘*
。 水渠之两边j尽量栽长枫。

积累至十年，将以亿计终。 * 年年列计割I，检查莫放松．

此法最经济， 少费钱与工。 · 动员一大剥，思想先打通。

社队培新苗，、社员手植从。． ．*+ 为期三十引，‘满眼青葱笼。

劳动计工分， 勤者得利丰。 ，* 树木皆成槲， 资利用无穷。 ‘．

，

I I ＼o
在《铁路公路应把植树作为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诗中写道： l j

．．。．． 0二，。 卜‘o
铁路公路旁，

以前筑路者，

植后供观赏，

植树有潜力．

曾植树为饰。’

久渐失注意-。

有路树成材，

有路树多缺，

近年筑路多，

鹰伐更新迹。
尚少见补植。

似未及此物。

．

●

，

一

≯

‘

●

●

，一



2 林业志

路树美风景， 宜有不宜无。’ ．。’。_，*
．， 每里植两行， 可值五百株。

若从经济论，路须与树俱。 * 加密行加倍， 千株里有余。

路两边留地， 列树数行敷。 * 路里五十万， 几亿本非虚。

麓：i0如栽速生未，。十年成材储。。 ⋯；‘* ·，⋯随伐随即栽， 新栽补旧除：，

■：?毒t。‘j‘，__：：。‘?，0 I◆‘(兰)。i：?，?1。 ，二。一，．
菇扛-¨，．+一， _。一⋯·：。。一‘蛩o ≯，。0。。． 。。。．： ∥√
蹿^+：一?部定为章程。局列年计划。 * ，一切安排好， 动员路玉试i，“二

培苗须经费，剧土要器械。 ．X- 。种树有艺术， 专家指导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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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董老一到广州，立即将所作诗篇寄给省长张体学。并应张体学的请求，亲笔为中共湖北省

委林业领导小组的机关刊物《湖北林讯》题写刊头，随信寄来。1月23日，他又给张体学写信，

对两首诗作了具体解释，进一步阐述大办林业的重要性。信中说，“每农户年植，十株桧柏松”，

是建议每户年植十株树。就每个农户说，一年植十株树，大约两个到三个工就行了，群众可能同

意实行。过去铁路公路两侧植树是为路的风景美化植的，如果作为路政的组成部分，植树就不

仅是美化风景，而且算作经营的一项附业，土地、育苗、栽种、保养、收益分成、劳动增加后工资

是否要调整等问题，都必须考虑到。湖北对两路两侧植树工作有什么经验，希望总结一下，下一

步可否就我建议两路两侧植树作新任务来部署几处试验。 ‘。 +
．

，

-．。

1964年5月，董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把在湖北、广东视察期间对植树造林

工作提出的一些设想，作了综合系统的阐述，并整理成《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的文字报中

央印发与会人员。7月9日又将这份材料寄给张体学，并附信加以说明。董老提出的设想要点

是：

——动员农户植树，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农户大办林业。我国农民有一亿一千余万

户，各地农村周围都有空地，如把农户折半计算，得五千余万户，每户每年植十株树．，每年就可

增植五亿余株树。动员农户见缝插针，在住宅周围和水渠边，每年植树十株，逐渐消灭村旁空

地，然后由近及远，消灭乡、县所属的荒山荒地是可能的。用材林成林期一般为三十年，设想从

植树时算起，规划三十年植树，三十年后，每年可采伐五亿余株。二十株合一个立方米，可得木

材二千五百万立方米，伐后如数更植，可保木材永不匮乏。 。。’．。 。 。

——设想铁路公路的经营，把植树作为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国两路共约有五十万公

里，除去山洞、桥梁、隘道、险径和复线部分不能植树外，作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计算，当不下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董必武两次来鄂视察林业 &

十七八万公里。这样长的路侧可以植树，每公里植八百至一千株树，并三十年成材，就有一亿三

千万株至一亿七千万株树可用。二十株合成一立方米，可得六百五十万至八百五十万立方米。

‘——设想各省、区利用驻屯军队，每年造林，有计划地消灭荒山荒地。全国各省区驻屯军队

假令抽一百万人出来植树，每人每年植一百株树，大约作七至十天工就可以了。那就是一年增

植一亿株树，按三十年累计，就是三十亿株树，以及每年采伐一亿株，迹地更新一亿株，就年年

有一亿株可伐，得木材五百万立方米。 ，
、

．-——设想全国学生亦是植树造林的一支宏大的集体力量。全国学生有八千余万人，其中小

在报告和发言中，都很注重林业问题，都认为林业搞不好，对农业影响很大。有些地方林业上不

去，农业也上不去；有些地方林业搞好了，农业就增产，至少可以少受自然灾害；也有些地方林

‘，业受损害，农业就减产。大家都主张把发展林业问题和发展农业一起来考虑，这是很可喜的一

件事。董老的信中还说，几点设想如付之实施，给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麻烦不会比给林业

部门的少，而是更多些。如动员农户植树，是要在确定林权的基础上才好做。为了试验我的设

想，我想找一个省直接到公社生产队去，带我身边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小组，帮助县及社队开展

植树造林工作，包括推动和帮助他们解决林权问题。 一’

、

。

．‘，4， 第二次来鄂 。

’

1965年5月，正当武汉天气渐趋炎热时，董老再次到湖北检查一年来的造林绿化情况。董

老先后用8天时间，陆坐汽车，水乘轮船，视察了漳河水库和四湖排灌工程，经过武汉市和孝

感、荆州、宜昌地区的许多县境，检查了公路、渠道、江边、学校、农场、林场和公社、大队，生产队

的造林情况，亲自同农民、学生和基层干部谈造林问题。5月14日一回到武汉，就在下榻的地

方，把这次沿途所见的印象和意见，给张体学写了一封1400多字的长信。第二天，又接见中共

湖北省委林业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就公社、大队、生产队育苗问题，长江防浪

林的管理、间伐和补植问题，公路、铁路。农场、林场造林问题，如何帮助部队、学生植树问题，注

意发展经济林问题，如何办好《湖北林讯》的问题，作了重要谈话。董老说，植树造林总是几个老

问题，但是要经常讲。马克思主义就要靠反复宣传，否则是不易接受的。要亲自到一个公社、一
·

个生产队问一问林业，要亲自动手去做，靠发个文件开个会是落塞不了的，靠行政命令发号旌

令是不行的。省里的同志把地县的同志带着跑一跑，他们就会照着你们的样子干了。每年有这

么几次，影响的面就会越来越大了。从上到下，管林业的同志都这样做，花三、五年把林业的工

作方法真正落实．省委当即发出了通知，要求全省认真学习董老这次视察工作的指示，切实贯

彻执行，《通知》指出：。董老是八十高龄的人了，这样热爱林业，关心林业，我们青年人、中年人

怎么能不好好地干l我们必须遵循董老的指示，以‘身在荒山，胸怀祖国，的雄心壮志，老老实实

地干，把我们的工作落实到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山头。每一块苗圃，每一片幼林，力争在尽快

的时间内，把全省四旁、荒山都栽上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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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湖北林业呕心沥血的省长——张体学√’j

‘t
．。 j

：：f

湖北省原省长张体学，从1957年开始，到1973年9月他逝世，在长达17年间，一直非常
重视湖北林业的发展。最初的几年，对林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61年至1966年，以主要

， 精力抓林业；即使在设化大革命”的动乱期间，他克服种种阻力，始终没有放松对林业的关注。张

体学抓林业的特点，凡林业会议是逢会必到，到会必讲，一抓到底。：1961年至1973年，在全省

林业会议上先后讲话20多次。在实践中，他亲自调查研究，为本省林业建设提出了一整套切

实可行的指导方针、目标设想、政策措施和领导方法，有效地推动了全省林业的发展，给湖北林

业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堪称本省历任省长中重视林业以身作则的一个典范。‘
：‘

’

一
’ ，

、 ：． 、

、

·．一‘ ：． “要用生命把祖国江山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一
’

’

●

‘

、- 。‘ ●
’’

‘

， 1957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张体学来到曾经打过游击的r麻城龟山，夜里同龟山茶场的工作

人员共议建场规划。第二天，又指着光秃的远山，思绪深长地向站在周围的人说：“那是一个雨

天，我在这里打了一次败仗，敌人在后面紧追，我在前面飞跑，先是丢掉了雨衣，接着又甩掉了

棉袄，我跑进了丛林深处，敌人终于被我甩掉了。但敌人还在搜索，一个曾经挽救过我生命的女

卫生队长，由于害病，步履艰难，光山秃岭无法掩护，不幸落入敌人的魔爪，几个月后她被敌人

枪杀了，她全家也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革命胜利了，先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我

们这些幸存者和后来人，也要用生命把祖国江山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才对得起他(她)们呀!”
’

同年夏天，张体学到海拔千米以上的恩施山区搞调查研究。从来凤到鹤峰，再从鹤峰到宜

都，徒步行程360多公里。沿途到群众和基层干部中访问，同各级领导干部座谈，探讨开发山

区的大计。这一年的初秋，又来到了麻城五脑山林场，一位过去的老部下对张体学说，“体学同

． 志呀，山上没有树就象人头上没有毛，光秃秃的，那几丑呀?山上没有树就会水土流失，占压毋

地，影响收成。”张体学哈哈大笑，爽朗地说．：“你这话有道理，对我有启发，我要把你的话在全省

7传播，按你的理想，把湖北宜林的地方栽上树。一
‘

·

‘·． 庸_r一：。J’一‘

．” 1958年初，省委决定成立湖北省林业厅。为了加强林业工作，在组建林业厅领导班子的时

候，张体学指名把革命事业心强的红军老干部，名字又是六个。木”字组成的林木森，调到林业

，厅担任第一任厅长。林木森不负众望，在尔后的长时期里成为张体学的得力助手。这一年春天，

张体学亲自组织省人民委员会所在地武昌水果湖地区的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开展植树造林，

并亲自带头挖坑植树。在他的带领下，水果湖地区路旁栽下了法桐，房前屋后植上了雪松、侧

柏、棕榈、玉兰、石榴、玫瑰、栀子花、夹竹桃、桂花、梅花，空地上种上了成片的樟树，荒坡上栽了

蟠桃。苹果、雪梨一⋯．还亲自制订保栽、保管、保活的责任制，立下了育林护林的法规。五十年

代初期，水果湖还是荒山秃岭，遍地泥泞i 1958年后的几年时间里，水果湖又是一番景象，到处

林荫夹道，绿树掩映，成为全省城市的示范区。一． ’j+’i 。‘

1958年9月，丹江口水库工程开工，担任工程指挥长的张体学，亲自在住处的房前栽上了

一排洋槐。1959年深秋的一天，张体学发现水库工地用过的模板在水上到处飘散，有的被埋在

河沙里，他便立即召开了一个现场会，说了几句话，自己就脱下鞋袜、卷起裤腿下河捞模板去

了，许多人一时摸不着头脑，纷纷跟着下水，捞完模板，就宣布散会。这吐，在场的人才恍然大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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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公物，惜木如金”。 7．7
．

，

，

“植树造林应成为全党的一件大事!’’ ．’一
“ ～

●

1961年冬季，张体学到孝感、应城、应山、大悟、红安、麻城等县进行调查，了解到1958年，

以来，树木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研究树木被破坏的原因和应采取的措施，就沿途召开基层干部

座谈会，深入到群众家中访问。调查后，于12月7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信。信中
，

说；
。

7，

。当前与农业生产和人民经济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植树造林问题。大悟县宣

化店区现在烧柴每担售价七、八元，一担箩筐售价四十八元。主要原因是山光了，树没有了，竹

子也没有了。从农业生产来看，群众反映，这两年一般规律是那里有树雨水就多一点，那里树光

了就旱得厉害一些。植树造林是当前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t

。几年来，树木是栽得多，死得多，主要原因是山权林权未定，栽种时临时突击质量差，栽上

以后又无人管理。从我们路过的几个县看，现在山林还在继续被破坏。应山、大悟、红安等县，

过去县里生产的桐油、木子油除了完成国家上调任务以外，完全可以解决群众的照明问题，这

几年也因为产权未定，桐子树、木子树年年都被砍掉一些。” =

√”

“造林成林的时间长，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只要抓得早，解决好政策

问题，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国营。、集体、个体)，山区合理采伐、护林育林，平原地区造速成

林。一般情况，经济林(桐子，木子、油茶)三五年内可以全部恢复，五年可以受益，用材林十年可

以成林。建议今年小搞，明年中搞，后年大搞，连续搞五年，江汉平原的荒山、群众房前屋后都可

以绿化了。一 ’，

在这次调查过程中，张体学还起草了《关于植树造林问题的初步意见》，随信一并送给王任

重。《意见》一共八条，从植树造林的方针到造林形式，从投资、收益分配政策到山权林权，都提

出了具体要求。紧接着，于12月20日至27日．，第一次亲自主持召开了全省林业会议。这次会

议除各地、市、县林业局长参N#I-，还请襄阳、荆州、黄冈、孝感、宜昌、武汉、黄石等地、市分管农

业的副专员、副市长和部分县的县长参加。会议开始’，张体学作了长篇讲话，会议结束时又亲自

．作了系统总结。在前后两次讲话中，讲到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时说：这几年造的

多，成活的少，成材的少，砍的多，山林破坏很严重。破坏山林三不利，“一不利国家，二不利集．

’体，三不利个人”。造成以上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所有制被破坏了，山权林权不稳定，样样都大

办，材料缺乏就乱砍森林；毁林开荒，木材价格不合理；丘陵，平原地区的造林没有得到应有的

， 重视；大轰大嗡，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讲到会后一个时期林业发展的目标时，张体学强调说，木

材是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要解决木材问题，一是植树造林，二是在保证质量

j 的前提下节约用材。湖北省木材资源少而且分散，植树造林应成为全党的紧迫任务，放过一年

就多被动一年，早孤一年就早主动一年。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提出簟力争五年绿化，十年

成林，十五年成材”的奋斗目标。实旄这一目标的办法是，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因地制宜，从实

际出发。大体分两类地区，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
。

；‘
。

。

“第一类地区是山区，如恩施。宜昌，孝感南部和北部、襄阳西部和随县，黄冈山区，荆州北

部等地区，必须以护林蓄林为主，造林为辅，见苗就蓄，见幼树就留，大体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成

林，十五年到二十年就可以成材。这些地方砍木材，必须是一边砍成材一边更新，少砍多更新，

砍成材林保护幼林，不能剃光头。”’ 。一

一
～

。。第二类地区，江汉平原、长江两岸，丘陵地区，以造林为主，蓄造并举。根据历史习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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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适合种用材林的种用材林，适合种经济林的种经济林。”

。另外，沟边、河边、地边、路边、房前屋后、柴山、坟山，主要交给社员造林和蓄林。”

张体学还对不同情况在三、五年内的近期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江汉平原的生产队，本着

今年小搞，明年中搞，后年大搞的精神办。有荒山有树苗的生产队，今冬明春集中力量消灭一个

山头，集中造集中管，也可以集中造划片分户管。造林的成活率要求达到百分之八十五，造了以

后要封山育林，做到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直是一亩，强调质量第一．对社员，今冬明春每户在房
前屋后栽础棵树，蓄磁七棵树，要求三年把房前屋后、湾子周围绿化起来。机关、学校、工
厂、矿山、军队住地前后，在一年、两年、三年内，凡是能栽树的地方都要绿化起栗。城市和城镇

要求三年绿化，可以分片管、分单位管、分户管。公路干线、长江干堤，铁路干线、大河滩，根据不

同情况，三年到五年绿化。
。

’

。-

在森林保护方面，张体学强调要迅速解决好山权林权问题，划清山界，应该归国营所有的

归国营所有，应该归集体所有的归集体所有，应该归个人所有的归个人所有。今后新造的林，谁

造的归谁所有，经济林从种植到老死，用材林从种植到成材砍伐，所有权长期固定下来，不再变

动。坚决执行“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则，坚决反对林业生产中的平均主义。坚决

禁止乱砍滥伐，违犯者，根据具体情况，重者重办，轻者轻办。广泛地作好宣传工作，把农村中保

护森林行之有效的办法广泛进行宣传，深入开展群众性护林，依靠群众爱林护林是确保护林措

施贯彻执行的关键。 ?
”

，l_ ：

张体学指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要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林业是第二业，是重要的一业。

林业是个。弱小民族”，各方面都要支持。党委和政府必须有一个专门的负责人经常地抓林业工

作。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党委、大队支部要有一个负责人经常地领导林业工作，经常不断地督

促检查林业工作，经常地帮助林业系统解决林业工作中的困难。林业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搞林，

搞林业的干部要相应地稳定下来，一贯到底，抓十几年，湖北省的木材就有希望了。并语重心长

地说，共产党人是靠人民起家的，对开发山区要有无产阶级的志气和伟大的革命雄心。

‘这次全省林业会议一结束，体学就带着管农林水的副省长和农林水办公室的负责人，到他

蹲点的武昌县五里界栽树去了。 ，

‘
、． ，

r ·，

1962年，张体学来到大别山区检查工作，当地的老干部和农民说：“不得了，前辈留下的老

本砍得差不多了l”他便立即同各级干部、农民群众反复讲爱护树木和植树造林，大声疾呼要保

护森林、发展林业．这年下半年，体学患了慢性传染性肝炎，王任重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作出

决定，报请中南局同意，正式通知他休息治疗。体学向组织表示，服从决定，同时要求在休息治

疗期间批准他抓一件事——植树造林。在得到省委的批准后，就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在体学

的建议下，1963年1月，省委成立了林业领导小组，王任重担任组长，张体学担任副组长。各

地、市、县委也都相应成立了林业领导小组．为了把林业抓起来，张体学特别注意抓宣传，造舆

论，亲自出题目，讲思路，组织人撰写社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1964年，仅《湖北日报》就发了

有关林业的三篇社论。同时，还指示林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简报”，后又把“简报”改办为《湖北

林讯》。这个刊物在全省植树造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1

。

一
t。

‘ ’ ， 。

，

， 、 ，：．，．，“三个第一’’、“四舍得’’和“一年开四次会”．
’

’1963年的9、10月间，张体学先后召集黄冈、孝感、荆州、襄阳四个专区林业局，武汉市园

林局，大悟县仙居顶、通城县黄龙、襄阳县鹿门寺等三个国营林场和省直林业、交通、农垦厅的

同志座谈，汇报植树造林情况，总结近三年来植树造林的经验，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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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亲自主持召开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会前自己动手准备好了讲话提纲，并召集省委林业

领导小组成员专门进行了研究。他在会上，从几年来植树造林工作的经验，到冬春植树造林工

作安排和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10个问题。谈到植树造林工作经验主要有五条，加强

领导，专人负责，具体检查，兼管林业工作的副专员、副县长以大部分精力管林业工作，造林季

节应该全力的具体的抓林业，各级党委书记一年能够抓四次，并且指定副职专管，这样植树造

林就抓起来了。他强调植树造林必须坚持“三个第一”：即质量第一，管理第一，成活率第一．为

保证质量“三分造，七分管”；加强管护，要。砍一栽三罚五”。张体学深有体会地说，林业是一件

长期的工作，搞林业工作的干部必须埋头苦干，稳扎稳打，树立长干思想，热爱林业工作，把植

树造林作为终身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影响别人也重视林业工作，热爱林业工作。各级领导

小组对植树造林要及时进行检查，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检查人力、物力、财力的安排和使用情

况，总结经验，表扬好人好事，使林业工作逐步积累一套成熟的经验和完整的办法。指出搞林业

要“四舍得”：舍得拿好土地，舍得投入劳力，舍得拿肥料，舍得投资。要求省、专、县地方财政和

各部门每年都拿点钱出来，每个专区一年五、七万元，大县三、五万元，小县一、两万元，部门几

千元、万把元、几万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动手植树造林，尽快地改变全省林业落后面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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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初，张体学又亲自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全省林业会议，适值董必武来鄂，他请董

老到会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地、市的专员、市长和省直厅、局的负责人，并即席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结束时，张体学又亲自作了总结讲话，具体提出要求，林业工作要做到一年召开四次会议：

元月第一次会议，检查上次会议的布置情况；三、四月召开第二次会议，检查造林的质量、管理，

确保成活；八、九月召开第三次会议，总结经验，做好准备；十、十一月召开第四次会议，布置下

一年的造林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坚持这样做了． ．
∥

“林业要有一贯到底的精神!，， 二，一+

1964年7月，省委决定在武汉召开全省林业会议，恰逢中南区林业会议通知在广州召开。

张体学了解到广东的植树造林搞得好，就决心学广东、赶广东，经他提议并报中南局批准和省

委同意，把在武汉召开的全省林业会议转到了广州。张体学带病领着地、县林业局长，参观了新

会、阳江、电白、南三岛、雷州林场的造林以及广州、湛江的城市绿化现场。当他看到广州市盖房

子、修路都注意保护树木，就马上打电话叫武汉市副市长孙耀华赶到广州，虚心学习广州的经

验。听到会上介绍电白县的经验后，他对湖北参加会议的同志说，电白县的干部群众几十里挑

土挖沙在海滩种树，长得人走进去都看不见了，湖北哪个地方种树有这么大的困难!向大自然

开战，关键在于要有雄心壮志，有很大的干劲。希望管林业的同志一定要把广东的经验学到手。

中南区林业会议结束时，体学在湖北组会议上作了《回去怎么办》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十条要

求：全面地深入地检查全省林业工作；切实抓好树苗；作好选种、采种的准备工作；整顿社队林

场；解决好林粮矛盾；长规划与短安排结合；整顿国营林场；作好冬春植树造林的准备工作；回

去向地、县委汇报，研究贯彻措施；十月召开全省林业会议，总结检查布置工作。并强调指出，要

懂得，没有林业，农业生产始终是不能稳定的。广东省电白县就是通过抓水利、抓林业，改变了

历史上缺水缺柴缺粮的落后面貌。湖北人有个说法“前人栽树，后人歇荫”，为子孙后代多做一

件好事情，是个伟大的行动。植树造林是向大自然开战，是_场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在这场斗

争中取得胜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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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天，张体学来到荆州，看到路旁新栽的树有几棵歪倒了，就下车拔起带到招待



年我去看了，以后我还要去。陈正宽同志七十多岁还在植树造林，我才五十多岁怎么能不抓!今

’后哪个县不栽树，我就带一批人，带几棵树栽在县委门前。造林落后的县，一个县带去几棵好苗

子帮他栽，树就栽起来了．同年11月，体学在荆州，时逢地区举办林业学习班，他对学习班的

．学员说，现在不少人对树木是有也可，无也可，死也可，活也可。我们要大讲特讲植树造林的重

要意义，一直讲到剩下最后一口气，见马克思前写个遗嘱，我们完不成要下～辈去完成。1972

年3月，在全省林业会议上，张体学同到会同志一起，认真总结了湖北植树造林经验教训。他

说，经验是领导抓，依靠群众抓，一年四季抓住不放；教训是政策左右摇摆。现在林业是处于半
’

瘫痪状态，是有人管(有机构、有专人)，无人抓(工作没有落实)。林业生产周期长，有句老话：

．。远水不救近渴一，今年不救，明年不救，结果是年年不能救，要把水引过来呀l湖北的林业要上

。去，一靠领导，省里起草了。林业十二条”，讨论修改后正式下达，要认真贯彻执行---要规划，要

求各地提出个二十年规划，三年准备i五年大干，十年管理，十五年、二十年逐步做到木材自给f

三靠科学技术，技术干部都要归队，植树造林要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论证；四要几舍得，舍得

＼ 拿好土地、投入劳力、拿肥料、投资；五要加强管理，发动群众，护林管林，奖惩严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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