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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林业发展问题

尚 定 周

(西北农学 院马列 主义教 研室 )

林业与农业
、

畜牧业
、

园艺业一样
,

认识
、

·

改造的对象都是生命物质
。

但是农业
、

畜牧业
、

园艺业生产的对象
,

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
,

经过人长期选择
、

驯

化
、

培育而形成的
; 林业则不 同

,

它的生产对象森林
,

早在人类出现前就存在着
,

属天

然资源
。

并且农业
、

畜牧业
、

园艺业
,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

产量质量都不断提高 , 而

林业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途中
,

从原始社会至今
,

经过盲 目的开采
、

摧毁
,

森林资

源不断减少并造成愈来愈严重的 自然灾害之后
,

才逐渐 引起人们重视
,

着手进行人工的

经营管理而走向恢复和发展的
。

从历史上的资源多少看
,

林业的发展不是上升的
,

而是

一直下降
,

到后来才开始注意发展
。

这是 各冈林业发展的普遍现象
。

我国同样如此
,

在

森林资源递减
,

自然灾害频生的教训下
,

才转 向发展林业
。

一
、

森林资源递减

人类社会发展初期
,

全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复盖着森林
,

达 76 亿公顷之多
,

经过多少万年漫 长时间的破坏
,

到十九世纪中叶
,

减少到 5 5
.

亿公顷
,

森林面积仍很可

观
。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
,

破坏程度急剧上升
,

到现在为止
,

只经过一百多年时间
,

森林

复盖率 已降到 22 %
。

我国森林资源减少速度之快
,

更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数
。

史前的原始社会
,

我国森

林究竟有多少
,

无确切数字可考
,

但可以肯定是多林国家
。

《 山海经》 中 《五藏山经》

所载的四 百多座山
,

无林者是少部分
。

据对北京附近泥炭沼的泡子粉分析
,

证明森林现

已绝迹的华北平原
,

早在 7 5 0 0年一 2 5 0 0年前
,

分布着以栋属树种为主
,

混有松属 的乔灌

木井
。

《诗经 》 提及林木及采伐的诗句很多
,

证明到奴隶社会 时华北 一带仍然 森林遍

地
。

《孟子
·

梁 惠王章》 记有
:

灌的黄土高原
,

当时林木茂密
。

荒漠地带
,

“ 斧斤以时入山林
,

材木不可胜用
, ”

表明现已童 山灌

据有关材料证叩
,

即如青卿高原
,

西部内陆
,

甚至新疆

华南
,

特别是东北
,

曾有过另星
畔

木
、

小片秘每至大片
一

森林
.

分布
。

至于
仁

华中
、

西咆
、

更是绿野千里
.

,

林木丛生
。

总之 ,
我国古代是多林国家

。
-

历史上也 曾有过另星乔

麟粼黔戴{专端豁曙恕徽
食之后砍伐 为燃料多

,

以后又用木材市雌各种工具
,

.

舟车
,

武器等
。

但这些活动对

森林 的破坏都剐萝
…限的

。

大规模毁林
,

则是由于以下原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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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毁林开荒
,

辟林放牧

农业
、

畜牧业的兴起
,

不得不砍伐
、

焚烧一部分森林来开辟农牧业用地
。 “

载荃载

柞
,

其耕泽之
” ( 《诗经 》 )

, “ 夏官师掌孟春焚牧
” ( 《周礼 )) )

,

就是毁林开荒
、

辟林放牧的早期记载
。

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 口 的增加
,

需要扩大耕地
, “ 伐木而种谷

,

焚莱而种粟
” ( (( 盐铁沦 》 )

。

于是越来越多的森林被垦为农 田
。

在南方
,

接连不断的
“ 刀耕火种

” 开辟
“
舍田 ” ( 《劳舍耕诗》 序 )

,

日甚一 日
,

以致 “ 松山大半皆童矣
”

( 《梦溪笔谈》 )
。

《湖南方物志》 提到
: “ 沉湘间多山

,

农 民淮植粟
,

_

且多在周阜
,

每欲布种时
,

则先伐林纵 火焚之… … ”
等

,

更反映了自汉代以后
,

由于人 口递增
,

农业

发展
,

毁林现象更严重了
。

这是森林减少的一项主要原 因
。

( 二 ) 统冶阶级大兴上太
、

溢伐森林

历代王朝修建宫殿
、

哀陵
、

坛庙等
,

也破坏了不少森林
。

如秦始皇营建阿房宫
,

大

砍蜀山之木
。

汉代统治者营建京城
,

滥伐江南珍贵树种
。

明成祖建造新宫
, “ 以十万众入

山辟道路
, ”

大砍四川
、

湖广
、

江西
、

浙江林木 ( 《 明实录》 )
。

清代扩建紫禁城
,

伐

砍南方大量楠木
。

加上各朝大肆修建行宫
、

寝陵
、

坛庙 各种 名堂工程
,

使不少美林 良材

毁于帝王老爷的穷奢极侈
。

( 三 ) 战争对森林的摧残

森林毁于战争者
,

在我国历史上从未停止过
。

早在 《左传》 里就有 “
城渡之战晋侯

伐有萃之木以益其兵
” ; “ 诸侯伐郑

、

晋魏牛斩行栗 妇 等破坏森林与行道树 的记载
。

东

汉时马授围剿寻阳山区农民起义军时
,

为使起义军无处隐蔽
, “ 除其竹木

,

剃之荡荡
” 。

三国吴魏赤壁之战
,

吴蜀彝陵之战
,

都采用火攻
,

焚当地成片森林
。

诸葛亮火烧博望坡
,

陆逊火烧掳亭
,

使数百里森林化为焦土
。

宋
、

元期间
,

统治者因害伯人 民聚集山林造

反
,

大肆毁掉河北山地森林
。

太平天国时
,

回疆之变引起长江一带至西 北大片森林被

毁
。

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军时
,

焚烧了今衡阳
、

衡南等地广大林海
。

左宗棠镇压回民起

义时
,

使西北一些森林遭到破坏
。

1 9 3 7年到 1 9 4 5年八年抗 日战争 中
,

日寇到处砍伐
、

焚

烧
、

炸毁我茫茫森林
,

使我国木材蓄积量损失 10 % 以上
。

1 9 4 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
,

本

来就为数不多的陕北林木又遭破坏
。

如此等等
,

森林之殉葬于战争者
,

不胜枚举
。

( 四 ) 帝国主义掠夺
,

大肆毁林

我国经长期封建社会之后
,

又经历了百余年的半封建
、

半殖民地及部分国土的殖民

地社会
。

帝国主义依靠其强权和利用我国当时卖国政府的腐败无能
,

疯狂掠夺我国各种

资源
,

对森林破坏起了加速作用
。

我国森林
,

东北分布最多
。

那里 “
窝集

” 比比
,

林海茫茫
。

但在帝国主义的野蛮掠

夺下
,

惨遭摧残
。

沙俄早在十七世纪中叶
,

就强行割去我国领土 15 0 多万平方公里
,

霸

占我森林 5 0 0 0余万公顷
。

1 8 1 5年和 1 8 6 0年先后签订了 《 中俄缓浑条约》 和 《中俄北京条

约 》
,

使我国随着割地失去了黑龙江北
、

外兴安岭南
、

乌苏里江东直到鞋鞍海峡
、

日本

海并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片森林
。

1 9 0 4年根据 1 8 6 0年和 1 8 9 8年中俄签订的修建
“
东省铁

路
” 合同中的 《伐木合同》

,

又使沿铁路两侧森林毁于一旦
。

俄
、

日等国的伐木商也趁

机涌入
。

自此
,

从满州里到纷河的巾东路两边
,

五十里甚至百余里的天然林惨遭浩劫
。

接着、 帝俄又在东北其他地区大规模滥伐
。

它又与清府协约
,

该立
“ 鸭绿江森林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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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鸭绿江流域森林宝藏任其掠 夺
。

日本也不甘落后
,

它根据 1 9 0 5年 《北京中日会议东

三省事宜条约》 有关规定
, 1 9 0 7年成立

“
中日鸭绿江采木公司

” ,

与帝俄争相掠夺鸭绿

江流域从东北南部到东北其他地区的广大森林
。 “ 九一八 ”

事变后
,

日本侵 占东北
,

变

本加厉地到处毁林
。

尤其在当时抗联根据地三江平原地区
,

日寇为便于镇压中国人民反

抗
,

把各城镇周围和交通线两侧林木扫之一空
。

东北沦陷十四年间
,

平均每年被 日本夺

走的木材竟达 7 00 万立方米之多
。

另外
,

帝国主义在林区掠夺我国矿产资源时
,

大肆毁

林开矿
,

不惜造成严垂 的水土流失
,

更是毁 灭性地成片破坏森林
。

( 五 ) 狩猎对森林的破坏

因狩猎火林
,

主要在古代
。

《尔雅》 ,
!

,的
“
火田为狩

” , 《列子》 中的 “ 赵襄子率

徒十万
,

狩于中山
,

籍芳蟠林
,

扇赫百里 ” 等
,

即这方面的记载
。

此外
,

从国际范围讲
,

工业的发展
,

大大加速了森林的破坏
,

这是各资本主义国家

普遍经历的必然过程和社会后果
。

我国由于工业发展很晚
,

并非常落后
,

所以这方面造

成的森林破坏远不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

但这毕竟 也是破坏因素之一
。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的长期作用
,

我国到解放时
,

富饶的森林资源 已锐减到不足 8 %

的复盖率
。

按复盖率大小
,

在全世界竞排在第 ] 20 位 !

二
、

自然灾害频生

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资源
,

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以木材为主的各种原料
。

而且
,

作

为生态平衡的主宰
,

它不同于地下资源
,

地下资源在未开发前不起作用
。

它也不同于水

力资源 既有对人类 有利的一 面
,

也有造成水害 的消极作用
。

只有森林资源
,

在人干

预
、

开发前
,

就长期起着保持水土
、

调节气候
、

防止风沙
、

涵养水源
、

卫生保健等多种

巨大的生态性作用
。

人们形象地比喻一棵树就是一个
“
小水库

” ,

一台
“
造雨机

” ,

一

名 “
土地卫士

” ,

一座
“ 二氧化碳吸收器

” 。

森林资源遭到破坏以后
,

不仅引起木材缺

乏的直接后果
,

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 自然灾害频生的生态性间接后果
。

到了近 代
,

随着

森林植被的急剧减少
,

给许多国家带来严重灾难
。

美国 自1 7 7 6年以来
,

由于森林植被锐减
,

风暴逞凶
,

全国 已失去原有陆地表土的三

分之一
。

据 1 9 4 2年报导
,

农地和牧地每年被侵蚀的土壤达 30 亿吨
。

苏联中亚地区失去大片森林后
, 4 5 0 0 万公顷耕地受到风蚀

。
1 9 5 4 年以来

,

在哈萨

克
、

西伯利亚
、

乌拉尔
、

伏尔加河沿岸和北高加索等地
,

因滥伐森林
,

盲 目开荒
,

多次

引起
“ 黑风暴

” 。

仅 1 9 6 3年
“
黑风暴

”
殃及哈萨克耕地达 2 0 0 0万公顷

。
1 9 6 9年 l 月

,

克

拉斯诺达尔
、

罗斯托夫等地
,

几天之内
“
黑风暴

”
竟毁 灭了 82 万公顷冬小麦

。

哥伦比亚在 15 0多年内砍伐了 1 5 。。多万公顷森林
,

使 2 00 万公顷土地变成荒漠
,

60 0万

公顷宜农地不再适合农耕
。

据联合国材料
,

最近几十年间
,

沙漠不断扩张
。

撒哈拉沙漠南缘最近五十年已有 65

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
。

印度
、

巴基斯坦的达尔沙漠近年 以每年 8 公里的速度移动
。

利比

亚沙漠 以多年 13 公里的高速向尼罗河三角洲迈近
。

据估计世界每年因荒漠化损失的耕地

烈 。 一卜万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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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风沙灭否
, 夕匕共是

“ 三北
”
地区

,

同样威胁严再
q

随着绿 色春林植被的毁坏
,

致使万里风沙线上害风卷着流沙长驱南侵
,

吞没大面积良田
、

牧场
。

众所周知
,

森林植被破坏的后果
,

决不限于风沙逞 凶
。

干旱
、

水患
、

水土流失等其

他灾害
,

同样大施淫咸
。

我国这个由于前述多种原因造成的非常少林的国家
,

尤其不能

幸免
。

根据有关记载
,

可见一班
。

如 《石勤载记》 称 : “
大兴二年

,

大雨零中山
,

常山

尤甚
,

沫佗 泛滥
,

陷山谷… … ” ,

反映了晋时因毁林引起山洪成灾的情景
。

又如 《书棚

民事》 记载 : “ 未开之山
,

土坚石固
,

草树茂密
,

腐叶积数年
,

可二
、

三寸
,

每天雨从

树至叶
,

从叶至土石
,

历石游
,

滴沥成 泉
,

其下水也缓
,

又水下而土不 随其下
,

水缓
,

故低 田受之不为灾
。

而半月不雨
,

高 田犹受其浸溉
。

今 以斧斤童其山
,

而 以锄犁疏其土
,

一雨未毕
,

砂石随下
,

奔流注壑
,

涧中皆填坪不可贮水
,

毕至洼田 中乃止
。

及洼田竭
,

而山田之水无济者
。

是为开不毛之土
,

而病有谷之田
,

利无税之佣
,

而膺有税之户
一

也
。 ”

这里通过比较
,

说明了清代宣城一带毁林开荒引起水旱灾害的必然结果
。

森林植被愈是减少
,

自然灾害就愈是增多
。

这从以下几个省一些统计数字变化
,

看

得更为清楚
:

_

陕西省在殷周时期
,

森林分布尚多
, 1 3 0 0年间仅发生旱灾 12 次

,

平均 n o 年才发生

一次
。

雨涝等亦很少成灾
。

秦至元代
,

森林遭到间歇性的大量破坏
, 1 6 0 0年间发生旱灾

2 96 次
,

平均 5
.

5年一次
; 雨涝灾害 1 41 次

,

平均 11 年一次
;
风灾 55 次

,

平均 29 年一次
。

明至民国
,

森林植被全面破坏
, 5 60 年间发生旱灾 31 7次

,

平均不 到两年即发生一次
; 雨

涝灾害 3 52 次
,

平均 1
.

7年一次 ;
风灾 86 次

,

平均 6
.

5年一次
。

( 《陕西林业科枝》 1 9 7 9年

3 期 “ 陕西森林植被变迁与林业建设布局
” )

。

河北
、

山西两省
,

水灾次数唐代百年 2
.

8次
,

到清代增至百年 56 次
。

旱灾次数唐代

百年 .6 6次
,

到清代增至百年 3 4
.

2次
。

` ·

在 1 2 8 3 年间
,

水灾增加 了二十倍
,

旱灾增加 了五

倍
。

( 《中国林业》 1 9 5 4年 3 期 “ 防护林营造情况和今后意见
” )

。

、

这些数字变化有力证明
,

随着森林植被减少
,

引起生态平衡破坏
,

自然灾害与时俱

增
。

自然灾害是农业
、

畜牧业生产的大敌
,

是国民经济的严重威胁
。

在某种意义上应当

说
,

破坏森林
,

就是破坏农
、

牧业
,

破坏整个国民经济
。

因破坏森林引起的灾害种种
,

完全是人类 自己造成的
。

前述破坏森林的诸因素中
,

除帝国主义有意践踏
、

统治阶级奢侈享用和战乱的摧残外
,

大多是盲 目的
、

不自觉的
,

有些在一定限度内甚至是必需的
。

在猛兽逼人的情况下
, “ 烈山泽而焚之

,

禽兽逃匿
”

( 《孟子》 )
,

保障了人的生存
。

以木材为燃料
,

使人类开始熟食
。

毁林开荒
,

辟林放

牧
,

把一部分森林改造为农 田
、

牧场
,

是农业
、

畜牧业发生
、

发展
,

保证人类丰衣足食

的必由之路
。

农具
、

器物的创造
, 工业

、

交通运输
、

建筑事业的发展
,

都不得不砍伐林

木
。

一句话
,

开发森林
,

实属人类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户 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一

大胜利
。

但是
,

人们过分地淘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
,

只顾眼前
,

缺乏远见
,

气

肆意毁林
,

以致在第 , 步创造了自己的生有条件以后
, 一

又在第二步“ 第三步破坏了 自已的生存条

件卜 造成日益严重的有害后果
·

- -
【
二

一
洲



尚定周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林业发展问题

三
、

积极发展林业
,

重建生态平衡

卜折史
.

上大们对林业的经营
,

多是自发的
、

局部的
、

`

何竭性地进行石孩着森林的破坏

和自然灾害的日益严重
,

人们终于从惨痛的教训中越来越认识到发展林业的必要
。

拼国历史上很早就注意发展林业
。

远在轩辕黄帝时
,

巳倡种树
, ` 时播百容章木

” .
`

帝舜时已有护林官制
“
虞人

” 之设
。

以后各代
,

、

对保护和营造森林
,

都间歇性地局部地

予以倡导
。

经过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实践
,

积累了一系列集约经营的宝贵经验
。

但从古

以来
,

林业发展的局限性很大
,

主要偏重于为象征统治者发祥与供其观尝而保护若干风

景林
、

禅林和墓莹植树
,
为供统治阶级享乐而画定

“ 围场 ” ,
为行路遮阴

,

美化环境而

种植行道树 , 为取得直接效益而倡种果树
、

经济树种等
。

普遍护林一直得 不到足够重

视
。

至于大规模造林
,

只是晚近才开始
。

加上缺乏长远打算和全面安排
,

无统一的
、

吮

贯的政策
,

时禁时发
,

时造时毁
,

以致人们对护林
、

造林所作的努力
,

不可能挽救森林

资源年甚一年遭到破坏的命运
。

有没有足够复盖率的森林植被的合理分布
,

决定着对自然环境和国民经济起重要作

用的生态平衡能否保持
,

这是一条客观规律
。

长期以来
,

人们违背了这条规律
,

森林屡

遭摧残
,

资源锐减
,

生态平衡遭严重破坏
,

自然灾害日益频繁
。

这个状况
,

既影响着现

代化建设对木材的需要
,

又威胁置安业
、

畜牧业的稳产
、

高产
。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

题
,

必须记取历史经验
,

大力发展林业
,

千方百计扩大森林面积
,

建立新的生态平衡
。

为此
,

既需
“
节流

” ,

又需
“ 开效戛钾

。

特别应注意以下 各点
。

1
。

坚决地保护好现有森林

我国两千多年前就有过
“ 山泽救于火

” 、 “
禁发必有时

”
等护林要求

。

以后各朝代

也曾采取过一些护林措施
。

但因政策不力
,

加上其他原因
,

毁林现象愈来愈严重
,

森林

赞源大幅度下降
。

解放以后
,

采取了封 山育林
、

护林防火各项措施
,

对破坏森林起了一

定的控制作用
。

如果坚持一贯的正确政策
,

三十多年来应该取得可观的成绩
。

但因极左路

线的干扰
、

破坏 和我们工作 中的错误
,

不幸出现了多次反复
。

所谓要算
“
政治账

” ,

不算
“
经济账

”
的

“ 全民大炼钢 铁
” ,

使大量林木作了炼铁燃料
。 “ 以粮为纲

”
在林区的机

械贯彻
,

使不少林地为农田 代替
。

十年动乱中无政府主义泛滥
,

管理松弛
,

成片森林又

遭乱砍滥伐
。

粉碎
“ 四人帮

” 后
,

护林政策得到重新贯彻
。

但个别地方只从眼前利益出

发
,

片面地理解
“
靠山吃山

”
的提法

,

对森林进行不合理采伐
,

毁林现象又有所拾头
。

我们应该记取历史教训
,

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 ; 毫不动摇地把解放以来行之有效的护林

政策贯彻到底
,

再不可继续干那种吃祖宗饭
、

造子孙孽的蠢事了 I 否则
,

是要继续受到

自然界的惩罚的
。

2
。 ’合理采伐

,

永续利用

森林资源与矿藏
、

石油
、

煤炭等地下资源不同
,

地下资源开采多少就减少多少
,

而

森林是可以更新的
,

只要经营得当
,

就可永续开采
。

公元前三世纪的 《孟子》 里就讲
:

“ 斧斤以时入山林
,

材木不可胜用
。 ” 《石湖诗注》 里说 : “ 包山松多非种植

,

风吹松

子自成
。

” 《汝南圃史》 中记有 “ 柴松飘落处
,

即出松秧
”
等

,

说明自古对森林天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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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有认识
。

但是在 旧的社会制度下
,

不可能对更新采取有力措施
。

历代只管开采
,

不

顾更新
,

大面积地实行 洲弟U光头冲式的皆伐
。

俄 日等希国主义对我国森林
,

更是蓄意毁

损
,

实行
“
清扫采伐

” ,

竭力摧残
。

. .

新中国刚二成立
, : .

就规定了林业的发展方针
: “
保

护黯际
,

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 ” ( 1 9 4 9年 勺月通过的 《共同纲领 》 ) 接着提出了相应

的任务
: “

普遍护林
,

有计划地 浓布群众开展造林
,

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森林
。 ”

( 1 9 5 0

年 5 月 I G日政务院 《 关于全国 卜补 }{二工牛的指示 》 ) 同时提出迹地更新的要求
,

又相继制

订了 《 主伐规程 》 等规章
。

但是历 史上长期养成的恶习难改
, “ 合 理 采 伐 ”

得不到贯

彻
,

迹地更新引不起搜意
。

森工部门单纯的任务观点严重
,

只把采伐当成硬任务
,

对更

新很少过问
,

实际上仍然肉袭了 呀代只音 采伐不问更新 的错误作法
,

一

大片推行皆伐作

业
,

使大量天然林继续遭列破坏
。 一

}年浩劫 中
,

不合理的采伐方式 和 ;玄后 的采 浅技术
,

更有鉴焉
。

现在
,

以往的猫误路线
,

正在纠正
,

百废俱兴
,

森林采伐理应
一

符合朴学要求
。

应尽量控制采伐量
,

改进作业方式
,

限制皆伐
,

提倡择伐和间伐
,

高度重视森林更新
,

从各方面努力
,

使生长量大于采伐量
,

作到
“
青山常在

,

永续利用 ” 。

3
.

提高木材利用率
,

开展综合利用

我国木材利用技术一向落后
,

从古到今浪费严重
。

工业材发展晚
,

比重小 ;
’

薪材至

今仍在 30 % 以上
。

工业用材中
,

原太
,

特别是大径木针叶材大材小用的问题突出
,

阔叶

材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

小径木
、

碎料
、 “ 废材

”
大量被 烧掉

、

烂掉
。

今后四化建设需要

关材更多
,

木材供不应求的矛后更加突出
,

如 仍安于现状
,

把穷 日子当富 日子过
,

将更

加被动
。

我们要学 习外国先进经验
,

除采用防腐
、

干燥等技术延长木材使用年限和扩大

木材代用品外
,

应 该积极改进木材利用方式
,

调整木材产品结构
,

积极发展胶合板
、

纤

维板和刨花板等木材物理机械加工工业
,

作 到综合利用
,

小材大用
,

变废为利
,

挖掘潜

力
,

提高木材利用率
,

最大 限度地节约木材
。

4
.

合理布局
,

集约经营
,

大规模地开 展造林事业

我国森林植被的现状
,

复盖率既低
,

分布又不均
。

由于森林遭到破坏而造成的干旱
、

风沙及严重水土流失等灾害的大 而积国土
,

至今童山比比
,

赤地千里
。

这个面貌不彻底

改变
,

自然灾害不仅无法免除
,

而且将年甚一年
。

因此
,

必须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

因

地制宜地大规模地营造 各种类型的人工林
,

特别是防护林
。

象现在着手的
“ 三北

”
防护

林建设
,

就是林业战线上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一
。

为了有效地开展造林事业
,

必须解决多年来存在的造林成活率极低的突出问题
。

解

放以来
,

虽每年造林
,

但保存无几
,

最多只有三分之一
,

且生长很漫
。

这是由于造林和

幼林抚育非常粗放友管护不力造成的
。

我们必须继承
、

发扬我们祖先造林前认真整地
,

造林后加强抚育保护等一系列集约经营 的成功经验
,

克服粗枝大叶作风歹 提高造林质

量
,

保栽保活
,

加速绿化进程
。

为适应四化要求和实现林业本身的现代化
,

林业上需要抓的土作很多
。

借鉴历史
,

针对现状
,

应着重抓好的至少有以
_

L四个方面
。



尚定周
:

从历赞生著羲国韵林业发展问题

结 束 语

事物 的发展总是 旧的平衡打破了
,

,

将穷建套必新的平衡
,

.

不平衡—
平衡— 不平衡

… … 循环往复
,

J住动事物的发展
、

前进
。

人类社会出现之前
, 一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自发 3绷于的
。

人类社会出现以后
,

生态平

衡在人的干顶下起 了急剧变化
。

初始森林遍野
,

但野兽迈人
,

生产低下
,

人类生活没有

保障
。

随着农收业兴起
、

发展
,

森林渐减
,

生态下衡破坏
,

但社会生产力 日益提高
,

人

类生活 日益进步
。

不容置疑
,

如果忽视生态平衡
,

继续只 {
;

水
,

将愈来愈走向反 面
。

事实

上
,

人们 已看到了森林植被减少的后患
,

终于从历 史教 洲巾认识到森村的重大作用
,

并

开始发展林业
,

设想建立新的平衡
。

可以预见
,

由于人的参与
,

经过人的有目的的努力
,

重建起来的生态平衡
,

比起 自

然形成的原有平衡
,

不是平衡的 简单恢复
,

而是更高一级的平衡
。

它一定会显现出农
、

林
,

牧比例得当
、

森林分布合理
、

树种适宜
、

结构科学
、

效益显著等优点
。

诚然
,

除瑞典
、

芬兰等个别国家的森林已经基木上得到恢复外
,

就国际范围来看
,

由于 自然原因 ( 树木生长周期 长 ) 和社会原因 ( 社会制度局限或林业政策不力 )
,

许多

国家 ( 包括我国在内 ) 虽已先后转 向保护和培育森林
、

发展林业
,

然而收效微乎其微
,

新的生态平衡还只是远景
,

但却是归终要实现 的远景
。

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

又

要满怀信心地预见到发展的前景
。

我们相信
,

总结历史经验
,

从我国实际出发
,

按 自然规律办事
,

积极发展林业
,

合

理规定农
、

林
、

牧的发展比例
,

到本世卯未
,

森林植被复盖率一定会大大提高
,

新的生

态平衡必将逐渐建立起来
。 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