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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以上林地就可以纳入森林统计面积"的普查标准#周口这座平原城市也有森林$

它们在哪儿%它们主要分布在沿黄泛区一带的太康&扶沟&西华&淮阳#其他县市区及沙颍河&涡河&汾河等大型骨干河道的两侧也有零星分布$

它们有哪些特点% 这需要近距离去了解$

现在#本报记者就深入探访我们身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森林#以期让读者先通过文和图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感受它们独特的平原森林魅力$

当然#要想真正感受它们的气息#最好还是和它们零距离$

西华!扶沟国有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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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郭坤 实习生 胡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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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周口森林#绕不开西华县和扶沟县的两个国有林

场#因为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种植规模#这两个林场都是

周口森林中的!巨无霸"$

西华林场位于西华县东部# 皮营大沙沟和贾鲁河两

岸#南北长约
5:

公里#占地
55;3:

亩#现主要栽种的是杨

树$ 扶沟林场穿过扶沟县#沿贾鲁河两岸分布#南北长约

4<

公里# 北与尉氏林场相连# 占地
46776

亩# 育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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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现主要栽种的是杨树$

虽然西华林场和扶沟林场现在分属两个场部管理#但

很难将她们分开来单独描述$ 因为在周口#她们首尾相连#

形成三川大地的一个林带'在河南#扶沟林场和尉氏林场的

相连# 使得她们成为中牟
=

尉氏
"

扶沟
"

西华这条豫东防护

林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西华林场和扶沟林场又是在同

一个历史原因&同一个部门批准&同一个部门规划下同时诞

生的$ 所以说#这两个林场更像是一对!孪生姐妹"$

这对!孪生姐妹"至今已成长了
:6

个年头#她们在经

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依然在默默生长着&坚守

着#在忠实履行她们职责的同时#也向人们绽放着她们平

原森林的傲娇身姿$

诞生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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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树种更新"西华林场经历

了
5

个发展阶段"正在逐步进入第四

个发展阶段#$叶艳涛告诉记者"林场

初建时"栽种的主要是柳树"因为!柳

树易栽种%成活快%成活率高"防风固

沙见效快$# 进入上世纪
79

年代"林

场逐步栽种刺槐替代柳树"因为!刺

槐生命力强%易成活%防护效益更加

明显"社会对刺槐木材的需求量大$#

!柳树&当家'时期"主要职责就是

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槐树&当家'时

期"开始兼顾经济效益# $叶艳涛说"随

着林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进

入上世纪
>9

年代" 营林思想发生转

变"在保证防护效益的前提下"林场着

重加强了经济效益的培植力度" 这个

时期开始栽种大量杨树来替代槐树"

因为!杨树生长速度快"轮伐期短"成

材快"用途广泛"经济效益好$#

现在"西华林场已经开始第四代

树种更新# 叶艳涛说"!南方杉家兵"

北方杨家将$是我国目前树种分布的

现状" 杨树是周口市的主要造林树

种"这也导致每年进入
4

月份"大量

飘飞的杨絮对全市环境造成污染"给

人们带来困扰"!现在林场第三代更

新的杨树基本长成" 考虑到生态环

境"更新正当时$#

西华林场的第四代更新将不会

是大面积种植单一树种"!树种单一"

病虫害极易爆发成灾# $ 叶艳涛说"

!国家现在提倡种植乡土树种" 因此

林场的更新将主要种植泡桐% 椿树%

楝树%榆树等树种"形成多树种共生

的局面# 目前已逐步更新
59?

# $

扶沟林场同样经历了
5

代树种

更新#!我们和西华林场基本一样"第

一代栽种的是柳树"第二代栽种的是

刺槐和加拿大杨"第三代也就是现在

基本上是杨树# $李士杰说"!两年前

我们开始对树种进行第四代更新"因

为扶沟林场盐碱比较严重"所以我们

主要种植的是椿树%白蜡树等抗盐碱

树种"不过原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

形成多树种共生的混交林# $

李树民是西华林场的业务副场

长"他现在和叶艳涛的工作重心都放

在了林场
6933

年开始建设的苗圃基

地上# 这两天"他们二人正指导工人

对苗圃基地里的丝棉木%香花槐等树

种进行嫁接#

这个
5

年前开始建设的苗圃基

地目前已初具规模" 培育有柳树%国

槐%栾树%法桐%樱花%海棠%丝绵木%

黄杨 %合欢 %石楠 %广玉兰 %大叶女

贞%桂花等几十个树种# 其中樱花已

经绽放枝头"丁香花%海棠花也含苞

待放#

!林业经济体制改革让林场在

3><7

年成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

没有了财政保障"且几十年的经营模

式单一"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应

对市场"在我们的主业)))林业产业

上" 我们开始大力推进苗圃基地建

设"培育多树种"一方面可以自给自

足" 完成林场的第四代树种更新"一

方面还可以从市场上获得经济效益#

目前苗圃里的苗木已开始销往全国

各地" 下一步我们计划增加苗圃数

量"扩大苗圃规模# $李树民说#

扶沟林场的苗圃基地建设于

6939

年"目前的规模在
359

亩左右"

李士杰说"苗圃主要培育的是绿化树

种和用材树种"主打国槐%法桐"种类

有一二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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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林场和扶沟林场在几十年

间所起到的防风固沙% 保持水土%改

善生态环境的作用不言自明"除此之

外"她们还给相邻的老百姓带来了不

小的经济效益#

西华林场和扶沟林场周边分布

着众多村庄" 这些村庄人多地少"加

上土壤质地较差"产生了不少的富裕

劳动力"而林场则为这些富裕劳动力

提供了从事林业及其相关产业生产

的机会# !伐树%种树%补栽都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 $李树民说#

除此之外"两个林场的职工及周

边村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包林间

隙地"通过林下种植%林下养殖获得

可观的经济收入#

在西华县聂堆乡思都岗行政村

附近的西华林场杨树林里"记者就看

到了一个在林间隙地上建起来的养

鸡场# 养鸡场的女主人名叫李巧莲"

今年
43

岁"她告诉记者"五六年前她

开始承包林间隙地养鸡"!收入还可

以#$她指着自家的养鸡场对记者说"

!现在*养鸡场+有四五千只鸡# $

!林下养鸡不影响树木的生长"

还有利呢# $李巧莲告诉记者"!前年

的那场杨树虫灾对养鸡场上方的杨

树产生的影响就很小"其他地方的杨

树都被虫吃得光秃秃的"鸡场上方的

杨树没事"叶子密着呢# $

!扶沟林场的林下经济搞得也不

错# $李士杰说"在林间隙地种辣椒%

养羊%养鸡的村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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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林场林业工程师叶艳涛和扶沟林场业务

副场长李士杰提到了两个林场诞生的共同原因,黄

泛区的形成#

黄泛区"一个苦难的代名词"一个曾滋生杂草

又重获新生的地方#

3>5<

年
;

月" 侵华日军占领豫东重镇开封后"

大举西进"威逼郑州%武昌#蒋介石国民党部队以水

代兵"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企图阻止日军南下# 滔

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

黄河改道"泛滥成灾"给原为富庶之区的豫东

平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自
3>5<

年
;

月至
3>4;

年

;

月"河南省
36

个行政区的
339

个县中"计有中牟%

尉氏%扶沟%西华等
69

个县沦为黄泛区# 数年间"

34;

万间房屋及
;:9

万亩良田被淹没#

泛滥的黄河水不但夺命"还把泥沙带到了豫东

平原# 黄水冲过之后"留下了厚达数米深的沙石和

黄泥"给黄泛区田地复垦带来了极大困难# 根据档

案记载"到
3>4;

年
;

月"河南黄泛区!

;:9

万亩农田

被淹"目前可耕地虽有
6;;

万亩"但因没有耕牛和

种子"加之
<

年来田地覆盖了沙砾"仅凭人力挖掘

非常不易"仍属荒废$#

新中国成立后"黄泛区迈出了重生的脚步# 但

是在上世纪
;9

年代初" 河南豫东仍有不少土地沙

荒严重"人口稀少"!风起飞沙扬"风停白茫茫"十种

九不收"生活打饥荒$"其中就包括西华和扶沟的部

分土地#叶艳涛和李士杰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省政府决

定在西华%扶沟规划建设林场#

3>;6

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林业调查

队在西华%扶沟分别规划出
55;3: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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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土地

用于建设西华林场和扶沟林场# 从那个时候开始"

西华林场和扶沟林场便忠实履行着她们防风固沙%

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职责#同时"她们又与尉

氏林场相连"形成河南省中牟
"

尉氏
"

扶沟
"

西华这

条豫东防护林带#

贡献

李树民介绍苗圃种植种类 杨树林下的养殖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