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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董老林业思想，助力乡村绿色发展 
杨会英  刘彦明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050061） 

摘要：董必武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国家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

务。董老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及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林业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仅就董老担任国家主席以后致力于国家林业建设

进行了概括性回顾，对董老的林业建设思想进行了归类梳理，使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林业思想体系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董老的林业思想对新时代林业建设的意义及影响，指出普通公民如何参与到新时期林业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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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岭须覆盖，海滨河坝要经营。环村尽有空闲地，树木栽培

志士争。” 

每逢植树节前后，心中总会想起几首关于植树造林、绿化荒山

的诗。讲课之余，常不禁拿来与学生一起学习和诵读。其中分享最

多的诗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重要领导人董必武在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为宣传考察、组织开展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时创作的

文学作品。 

董必武诞生于 1886 年。青少年时期，上过私塾、高等学堂，

并远赴日本学习法律。期间担任过学堂教员等工作。先后加入同盟

会和中华革命党，亲历辛亥革命。随后开始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

主义，代表湖北参加了 1921 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代

表大会。战争年代，董必武全身心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多次组

织领导工人、农民开展对敌斗争。爬雪山、过草地，担任中央党校

校长，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1] 

建国以后，董必武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国家副主席等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开创性贡献，为中国

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1960 年代，年愈八旬

的董老，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风尘仆仆地走遍了大江南北、全国上

下，视察农村和林区的林业建设现状。采用讲话、通信、撰文、诗

歌等多种形式，总结各地林业建设的经验，积极宣传发动、组织开

展林业建设活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董必武林业思想。时值建党 100

周年和“十四五”建设开端之际，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

一，重温董必武的林业思想，从中汲取理论、经验和启示，正当其

时，且十分必要。掩卷沉思，董老的林业思想概括总结起来主要具

有如下特征。 

一、时代性 

时代性是董必武林业思想的基本特征。所谓时代性主要指其林

业思想集中反映了该时期我国林业建设的现状和典型做法。建国初

期，我国仍然是一个积贫赢弱的国家。林业建设方面，在经过多年

的战争摧残破坏和掠夺式采伐，尤其是日本占据东北期间，对东北

的森林资源进行了疯狂开采和破坏，导致解放初期我国的森林覆盖

率仅为 8.6%。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林业的发展，并提出从 1956

年始，在 12 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毛主席向全

国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但是，1953 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

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将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坚持以“以

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造成林业发展迟缓。1958 年

开展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林业资源的

破坏和浪费。这一时期，国家的林业政策更多地是借鉴苏联的做法：

重采伐，轻造林。此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更是将我国的林业发展拖

入谷底。木材供不应求的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正常发

展。 

二、实践性 

董必武林业思想的明显特征是其实践性。所谓实践性就是可迅

速操作实施。首先，大办林业的基础之一是发动农民开展植树造林。

“每个农户一年植十棵树，湖北有六百八十万户，如以四百万户计

算，就有四千万棵。十年就是四亿棵，三十年就是十二亿棵。”在

鼓励农民植树的同时，也强调保障农民的权益，“农村四旁植树，

谁种谁有的原则农民是拥护的。”其次，董必武提出应充分利用工

人、学生和军人群体。具体措施包括组织公路、铁路职工开展路旁

植树，并将植树作为经营业务的内容。组织学生进行包片植树，“学

生每年每人植二十株树，费工不过三五日，此工期可算在参加劳动

的时期内，不另挤学生的学习时间。”另外，计划将植树造林、绿

化荒山作为后方驻军的常年工作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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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系统性 

系统性是董必武林业思想趋于完善的标志。董老考察调研我国

林业发展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都要深入到农村、连

队、学校等基层单位，认真听取领导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

群众开展业务交流，及时总结开展大办林业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

化对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的认识，使大办林业工作形成了较完善的

系统工程。 

首先，林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所以董老的林业思想首要

强调的是如何解决群众植树造林的思想问题，只有让人们认识到植

树造林的重要价值，才能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并贯彻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其次，董必武认为大办林业不仅仅是林业部门的工作，

需要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和引导，以及法律法规的保障和规范。具体

到地方，需要制定规章制度，确定分管领导，制定植树造林计划，

工作检查验收及奖惩制度等。在加强领导方面，董老指出：“植树

造林工作，在解决了思想问题，建立了各种制度，做土了规划以后，

省、专，县级主管林业的同志，就要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亲

自下到公社、生产队蹲点，直接帮助社队的领导解决其动员农户参

加植树的困难（包括定林权，育苗圃，筹经费，找技术等等），使

社队领导乐于从事推动农户参加植树。”林业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

的过程，在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后， 需要建立完备的工作系统，

才能保证发展的协调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四、科学性 

科学性是董必武林业思想的灵魂。植树造林是一门自然科学，

必然要按植物树木生长发育的客观规律开展工作。在大局观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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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既强调植树造林的当前利益又兼顾其长远效益。既要为国民经济

建设提供木材，又要考虑植物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生态作用。董

老说，过去提出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大都从国家木材缺乏、人民需

要的经济效益方面考虑得多，把植树造林同实现农业为基础的总方

针联系不上。殊不知植树造林搞得好的地区，可以保持水土，改良

土壤，防旱防涝，固沙防风，对保证农业丰收，能起重大作用。 

在具体的植树造林技术层面上，包括育苗、整地、造林、养护

等，董必武的见解符合科学精神。董老对林木育苗十分重视，如育

苗的主体、经费、用地、树种等方面，他指出：“育苗有技术指导

问题，因地制宜问题，也就是选种，掌握下种的季节，选择和改良

土壤，施肥，如何利用营养砖、营养钵、营养篮等，什么地区适宜

种什么树，这要组织技术人员实地指导。”归结起来，林业建设需

要在充分考察调研的基础上，顺应当地风土民情，合理预算规划，

科学选种育苗，兼顾美观与经济效益，实现国家和群众的双赢局面。 

五、传承性 

董必武的林业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但对于当今中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 

董必武青年时做过国文老师，文学功底扎实。在视察全国林业

发展情况时，所到之处，将看到的听到的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董老关于我国林业建设和发展的诗作集有十多首。其诗作语言朴实

无华、思想纯净明确、音韵铿强有力，读起来让人颇受感染，是宣

传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珍贵文字资料。董必武的植树诗具有

极强的教育意义，其简洁明快的植树诗不仅使林业工作者备受鼓舞

和激励，肩负起植树造林的重任；同时也将绿色的梦想传播到普通

人们的心中，引导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参加到绿化祖国、消灭荒山、

保护环境的爱国主义活动中。 

此外，董必武林业思想精神通过全民义务植树造林运动的实施

得到制度上的巩固与继承。《实施办法》中规定，植树为义务劳动，

“农村要尽快‘四旁’绿化和农田防护林建设。机关、团体、企业、

学校位和居民区，都要大力植树、种草、栽花，美化环境”。在全

国广泛推行四十余年后，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建国初期的 8.6%增加

到 2.96%，人工林面积从 0.22 亿公顷扩大到 0.69 亿公顷，居于世界

首位。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全国绿化委员会搭建了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造林运动，以一种多元化的形式开启了植树造林的新模

式。它突破了时间、地点、能力等诸多限制，最大可能地实现义务

植树的热忱，也使董老的林业思想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发扬和传

承。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林业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改

革开放实施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建设范围占国土面积的 42.4%。

其建设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建设时间之长创下了世界生态工程之

最。三北防护林工程 40 年来累计植树造林保存面积 3014 万公顷，

工程区的森林覆盖率由 1977 年的 5.05%提高到现在的 13.57%。三

北防护林取得了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推动三北地区生态

状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新时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我国农村人口全部实

现脱贫。但是长期保证农村持续小康生活水平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

力。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乡村振兴计划，将乡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

台阶。在总结董必武林业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我国林业及乡

村建设的宏观趋势，在继承和发展董必武林业思想方面形成三点启

示：其一，新时期我们仍然要高举大办林业的旗帜。只不过这个大

办不是发动全民开展全国上下大规模地林业建设活动，而是大力开

展林业工程建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开展的天然林保护工程、

京津风水源治理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及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

建设工程等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在林业工程建设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我国林业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高质量

地推动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大力提升林业生态保障体系水

平，构筑牢固的生态安全屏障，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稳步提高。工程造林具有全局谋划、科学布局、整体推进以

及专业性强的特点，从根本上避免了从前造林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极大地提升了造林的规模和质量。从全国到地方，开展不同规模的

林业工程建设是未来我国林业发展的方向。 

其二、向林业要产值，加大经济林建设。六十年代大搞林业建

设其主要目的是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乡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

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和完善，乡村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发生了

很大变化。各地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在国家和各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规模化特色林果产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乡村大力开展经济林建设，成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未

来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除了进一步增加经济林的规模之外，

需要加大林果品质的提升，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林果产品的深加工，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３］ 

其三、构筑牢固的生态屏障。董老的林业思想不仅对植树造林

增加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保障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对林木防风固

沙、涵养水源保障农业生产的生态效果有着系统深入的理解。习总

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生态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

对董老林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将“生态就是生产力”上升到战略

理论高度。[４]当下全球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气候是全球生

态质量的主要体现，构筑稳定的生态屏障是避免全球气候恶化的主

要途径。2007 年 6 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方案

中，除了开展节能减排、优化能源消费生产生活方式外，将保护和

稳定地增加森林资源、荒漠化治理、沿海防护林建设、自然保护区

建设等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正如 2015 年习主席出

席巴黎气候大会时所讲的：“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的，

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今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植树造林正是巩固乡村的生态屏

障，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有力举措。正如董必武指出的：“为了农

业丰收，先从植树造林做起，取得了农业、林业两丰收。”作为新

时代的奋斗者，我们仍要义不容辞的投身到全民植树造林运动中

来，推动科学开展国土绿化，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助力。正如董老在

诗中说的“利在将来常被忽，效生左近会当寻。君如岁植十株树，

廿载将成一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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