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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没有主管经济工作，但他十分

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他没有提出过生态文明建设的理

念，但对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内容的林业建设特别关心，并且

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和实践。 梳理这些言论和实践不仅有

重要历史意义， 对于落实中共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

也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
一、从经济、政治、生态多方面阐述林业建设的重要作

用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既是一项产业，
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森林生态系统是与人类生存关系

最密切、 最重要的系统， 也是陆地生态系统中面积最多、
最主要的生态系统， 它关乎生物多样性、 关乎淡水资源安

全、 关乎粮油食物供给、 关乎应对气候变化 ［1］。因 而森林

兼有经济、 生态、 社会三种重要效益。 发达的林业是国家

富强、 民族繁荣、 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朱德对森林情有

独钟， 十分重视我国林业建设， 对林业建设在国民经济和

生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 森

林是国家的 “无尽的宝藏”， 是 “集资的主要来源”， 是广

大人民群众的大 “家务”， “既可增加财富， 又可美化环

境，防风防旱”。 1955 年 6 月 15 日，朱德听取中共内蒙古自

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汇报后说：这里最大的财务是木头，中

国的山地比可耕田地大得多，要在山地多种树，所以全部山

地都种树，就是最大的财富。 有计划地大量种树，既可以改

造气候，又能生产大批木材。 6 月 21 日，在与山西省和大同

市负责人座谈时，他指出：森林是大“家务”，应努力搞。 10
月 2 日， 在接见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中共四川南充地委负

责 人 谈 话 时， 他 说： 要 多 种 树 造 林。 1957 年 7 月 9 日，
在与森林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 他说： 木材是国家集资的

主要来 源之一， 也是地方 上财政主 要来源 之 一， 要 把 育

林、 伐木作为长久的事业。 1959 年 2 月 5 日， 在 视察广

东从化时， 他说： 森林 是重要 家务， 木 材 可 以 做 人 造 纤

维， 要多 种 树， 靠 山 吃 山。 1959 年 6 月 16 日、 25 日 和

29 日， 朱德三次致信邓小平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森

林是个无尽的宝藏。 山区的生产要以林业和多种经营为主。
今后要充分利用森林资源， 把发展森林工业和发展化学工

业结合起来，做到林产综合利用。 ”建议“中央应确定山区以

林业和多种经营为主的生产方针”［2］p1734。
朱德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号召全民种

树的领导人。 早在 1952 年 3 月 5 日，他就写信给周恩来，建

议在清明节 “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树， 特别是种果

树。 这既可以增加财富，换取外汇，又可美化环境，防风防

旱”［2］p1424。
朱德 关心林业 建设不 仅着眼党 的经 济 意 义 和 生 态 文

明， 而且着眼于政治意义， 从他重视和关怀 1953 年北京

西山的造林绿化就充分证实了这一 点。 1953 年农历 年初

三 （2 月 16 日）， 朱德在林业部部长梁希的陪同下， 冒着

严寒视察了北京西山。 在详细听取了有关西山的绿化工作

汇报后， 他指出： “西山绿化的政治意义重大。 此事， 应

由华北、 北京主管部门作为重要任务之一， 颁发决定， 制

定 计 划 ， 提 前 完 成 。” 他 还 满 怀 期 望 地 嘱 咐 梁 希 部 长 ：
“请赶快绿化西山， 在我有生之年， 还要看到西山的绿化

呢！” 北京西山造林绿化后， 在北京市林业局 《改善生态

环境， 建设首都林业》 的总结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

朱总司令亲自带动下， 以部队为主， 机关、 厂矿、 学校参

加的义务造林大军开赴小西山安营扎寨， 3 年时间用工 60
万个，造林 4000 公顷，基本完成了小西山绿化。 ”［3］p347 据时

任林业部副部长、 后任林业部部长的雍文涛回忆：“西山绿

化的成功，还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1959 年 9 月，阿富汗

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雄萨·穆·纳伊姆亲王来华访问期间，在

参观了西山绿化后大力赞赏。 在与周总理会谈时，专门提到

此次来华访问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是访华期间中

国的针灸治好了他的手臂麻木症，一是西山绿化令人瞩目。
并恳切希望我国派出造林专家， 帮助阿富汗首都进行绿化

规划。 ”［4］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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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党中央的林业决策提供依据

朱德有坚强的组织观念，特别是他出巡各地后，总是及

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所见所闻， 并就存在的问题向中

央和毛泽东提出改进意见。 据《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载，新

中国成立后，朱德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工作的电报、信件

近 100 件，其中，专题汇报林业的有 5 件，主要汇报林业的

有 8 件，汇报林业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有 11 件。 致信周恩来、
陈云专门谈林业建设的有 2 件。 还多次邀集陈云、薄一波、
李先念几位副总理讨论林业建设问题。 多次召见森林工业

部、林业部负责人梁希、罗玉川等，并对林业建设作出指示。
多次亲临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农业会议、水利会议，并作

长篇讲话，明确提出林业建设的方针。 1957 年和 1958 年，
两次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林业馆， 作了发展林业的重要指

示。 朱德对我国林业建设的许多真知灼见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身体力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做了大规模调查研究

后得到的。
朱德深刻认识到，只有亲自实践、深入群众，才能真正

掌握第一手资料，有助于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他不顾 70 多

岁高龄，风尘仆仆地深入全国各地，视察林业情况。 新中国

成立后，祖国大陆除西藏、宁夏两地外，他走遍了全国各省

市，每到一处他都十分关心林业建设。 在云南，他提出除发

展农业外，还要发展林业经济。 在四川，他说山区要以发展

林业为主。 在海南，他说不要乱烧山，要护林防火、封山育

林。 在甘肃玉门市，他号召植树造林，征服风沙、征服戈壁、
征服气候。在新疆，他提出大力种树，把沙漠造成良田。在内

蒙古，他强调：“如果全国 16 亿亩沙漠和戈壁能够普遍绿化

的话，我国西北和内蒙等地区的气候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那时这些地区将会变成真正的‘塞外江南’。 ”［5］p7-81952 年 8
月、1957 年 4 月和 1964 年 6 月，他三次去东北视察。 特别

是 1964 年这一次，朱德已 78 岁高龄，他和董必武等从 6 月

28 日离京，8 月 17 日回京， 前后达 50 天， 行程 4000 多公

里。 视察期间，除听取省、市负责人汇报外，更多时间是深入

果树农场、伐林场作业区、林木运输站、苗圃等基层单位调

查考察，还乘森林火车进入深山看落叶松人工再生林。 直接

广泛面对群众，接触林业实际，调查研究，取得十分丰富的

第一手资料。 视察东北回京后，多次详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

汇报，提出改进和加强林业建设的意见。
朱德不仅深入基层实地考察林业和造林， 还身体力行

亲自种树。 已届高龄的朱德，有一次去安徽视察，曾两次检

查路旁栽植的树木，并采集了标本。 在山东考察时，他要了

100 多株核桃苗，种植在北京玉泉山，这些核桃树至今已长

得很茂盛。 1961 年 2 月，他为广州华南植物园题词：“从南

到北，从北到南，热带寒带植物相互交流，培育更多更好的

新品种，为中国农林牧和园林化服务。 ”［2］p1798 并手植人面子

树一株，现在树高 12 米，株围 1.29 米，枝繁叶茂。 1965 年 1

月，79 岁高龄的朱德去广东等地考察，24 日又一次参观了

广州华南植物园，并在园内植树。
以诗言志。 朱德重视林业、关心森林建设的情志，从他

的诗词中也得到表现。

1961 年 1 月， 他游杭州西湖时赋诗有：“钱塘到龙井，
公路一小圈。十年植花木，盛装此湖山。十年修公路，大圈套

小圈。 十年勤培养，天堂逊人间。 ”［2］p17933 月，他游广州越秀

公园时赋诗：“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 唯有兰花

秀心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2］p1798“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处

境十分艰难。 有些人不敢接近他，个别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人

甚至写大字报用虚假材料来批判他，夫人康克清被游街、批

斗，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的家。 朱德每周到工厂、农村看

看。 他说：“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看到庄稼在长，
看到树木在长，看到群众，我心里就会得到一种安慰。 ”［2］p1964

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 对祖国美好河山的

树木森林， 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关心的宽广胸境和崇

高情怀。

三、明确提出发展我国林业的方针

朱德根据亲自考察各地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向党中

央和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林业发展的宝贵意见，最

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增加产量，保证质量，强调成活率。 朱德认为林业生产

不仅要增加产量，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质量。 在给毛泽东和周

恩来信中，他指出：要“尽可能提高木材生产量”。 1958 年 11
月 10 日召开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 朱德作了长篇讲话，提

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的共产主义大花园”的宏伟

目标。 他指出：“继续贯彻造林绿化运动，凡荒地、荒山及‘四

旁’尚未造林的地方，今后应该普遍造林。 造林首先要强调

成活率，其次要使长期林、短期林、经济林相互结合，即多年

成材的树和短期能够收益的树， 以及经济林木等相互结合

起来。 各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不同，造林的树种也有不同，
既要种松杉，也要种杨柳，同时还要种桃、李、桑、茶等，长短

结合，用材林和经济林结合。 要结合水利建设把造林运动带

动起来。 如河道两岸，水渠两侧，水库周围，都应该随着水利

的兴修，马上把树种起来。 各人民公社正在规划布置和建设

居民点，在规划中要尽量做到园林化，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

木材用不完，瓜果吃不完，桑茶采不完的环境优美的共产主

义的大花园。 ”［3］p7 他在给刘少奇并转毛泽东、党中央的信中

说：桉树十余年可成材，成活率高，造林快。 推荐各地根据不

同气候条件多种桉树。 1957 年 4 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汇报了到两广等省的视察情况，在谈到林业问题时说：西

南几省和长江以南各省，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林木生长很

快，如桉树、马尾松等 10 年就可以成材使用，“十年树木”的

古语的确不是虚传。 朱德要求普遍造林， 首先要强调成活

率，还具体提出多种植成活率高的桉树，以及经济价值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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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杉、杨柳、桃、李、桑、茶等。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

具有前瞻性的。
可持续发展，采育结合，永续作业。 对我国的林业建设，

朱德认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林业特点，采伐与培

育相结合，永续作业。 1952 年 10 月 24 日，在给毛泽东和周

恩来的信中，他提出：“在增加木材采伐的同时，应认真做好

林区林业的抚育更新工作；随伐随种，使幼树及时成长，能

够衔接上长远的采伐计划。 ”［2］p14381964 年 7 月 13 日， 朱德

视察东北林业， 到达和龙县。 在延边果树农场、 东沙沟伐

林场作业区， 他对伐林场作业区负责人说： 应该把林业和

农、 副业结合起来， 全面发展， 永续作业， 不要采伐完一

个地方后就搬家。 因为森林不同于其他生产。 森林是再生

资源， 木材生产周期长，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随着社会

主义建设不断发展， 国家和人民对木材的需要愈来愈大。
要使木材和林副产品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 就必须做到边

采伐边培养， 采育结合。 要轮番作业， 搞些副业， 亦林亦

农， 子子孙孙长期延续下去。 越采越多， 越采越好， 青山

常在， 永续作业。 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 要在这方面走出

一条林业建设的新路。
依靠群众，改“封山育林”为“护山育林”。 依靠群众造

林，是朱德林业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1952 年 10 月 24 日，
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中， 他谈到发展木材问题就有专

门一条：“要普遍发动群众造林， 规定用材部门在一定时期

中（三十年或四十年）完成自给木材的任务。 ”同年 3 月，他

又致函周恩来， 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

树。 1957 年 2 月，朱德视察云南，在给党中央的 报告中 提

出：“只要我们注意到发动广大群众大规模地造林植树，木

材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1957 年 4 月 30 日，他在和薄一波

谈到木材问题时，说：木材在四川、云南并不少，但因交通不

便，运不出来。 要交给地方上，依靠群众去完成，各省就地解

决本省的需要，同时规定上缴的任务。 要提“开山护林”，不

要再提“封山育林”，“开山护林”也要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

和群众去搞。 4 月 5 日，在和李先念谈话时，朱德又强调：国

家对木材统得太死，不许群众采伐，群众很有意见。 要考虑

把“封山育林”改为“护山育林”，允许群众采伐。 1957 年 6
月，在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林业馆时，他说：绿化数字不要

降低，5 亿人口就有 5 亿双手，只要依靠群众，什么事情都

能搞得起来。不要净知道花钱而不依靠地方党政和群众。在

朱德的建议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8 年 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指示》内

容包括：（1）必须做好规划，全国森林面积应该在 10 年内翻

一番；（2）必须在群众中做好思想动员，并且坚持依靠合作

社造林为主，同时积极发展国营林场的方针；（3）必须做好

造林前的准备工作和造林后的育林工作， 努力提高造林质

量；（4）必须做好更新工作和护林工作。 十分明显，《指示》是

朱德林业思想的扩展和具体化。
综合利用，变“废”为“利”，推广代用品，节约木材。 1962

年 6 月，朱德 视察云南 个旧锡 矿，在解释“综合利用”时他

说：长征过草地时，部队杀一只牲口，没有任何一点丢头的。
变“废”为“利”。 牲口的全身———骨头、肉、蹄子、皮都是有用

的。 他强调，山区生产要以林业和多种经营为主，把发展森

林工业和发展化学工业结合起来，做到林产综合利用。 1958
年 10 月 16 日，朱德亲笔题词：“发展木材的综合利用”。 在

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他特别强调木材的综合利用，说：
现在木材的浪费现象相当严重， 全国采伐的木材仅利用了

30%左右，废掉的就有 70%。 大致情况是：采伐时约有 30%
的梢头、枝丫等丢在林区；原木成为锯材时，又有 30%的锯

屑和板皮没有利用；锯材制成门窗家具时，还有 40%的锯屑

和刨花等丢掉。 因此，必须积极推广木材的综合利用，大量

地利用废料来制造纤维板、刨花板等人造板。 朱德还指出，
要注意推广代用品，大量节约木材。 今后应该大力提倡以煤

炭来代替木材燃料，并逐渐做到由不用木材做燃料，进而做

到不用高粱杆、玉米秆、棉秆及以灌木林等做燃料，使这些

东西全部用于人造纤维和人造板。 这是件十分有利的事情，
各地要大力提倡。 朱德的这些思想，无不闪现着科学预见的

光芒。
朱德发展我国林业的思想和方针， 对当时我国的林业

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许多思想和观点对改革开

放以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林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

发和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关

心生 态文明建 设。 今年 3 月， 中共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 了

《国有林场改革方案》 和 《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 全面

部署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工作， 提出我国林业发展模

式的 “两个转变”。 4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又发布 《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首次提出 “绿色化”，
与原来倡导的 “四化” 并提。 我们深信， 朱德生前期望的

“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木材用不完、 瓜果吃不完、 桑茶采

不完的环境优美的共产主义的大花园” 的宏伟期望一定能

够很快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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