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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最爱植树造林绿化的老人林雷川 

陈鹏羽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回

顾各行各业辉煌四十年的历程，使我最难忘的是燕山地区植树

造林，绿化环境的一些往事，情不自禁的缅怀一位老领导林雷

川，那些不平凡的植树造林的事迹。 

林雷川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我和他相识、相处、相

知 40 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期间，建设

第一个吉林化工基地三大化工厂建立后，1957 年成立吉化公

司，他是公司供销处第一任老处长，级别十三级，属于高干，

我在基建技术处工作。1959 年，化肥厂二期扩建，试制高压

阀门管件成功后，公司新成立特殊材料科划归供销处管，从此，

他是我的直接老领导，相处相知接触更多了。他“贵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基”，这句话，出自于《老子》第 39 章的两句引之用

于林雷川身上，也许释怀他的人生。他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了

多少艰难险阻和辛酸血泪呢？在基层企业工作中，最爱植树造

林美化工厂环境…… 

林雷川同志生于 1924 年 11 月，山东栖霞县人，1944 年

11 月参加革命工作，翌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教员期

间勇敢的参加抗日救国会，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为争取民族自由，独立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前夕应征入伍，

在北海特务团、独立二团团部任文书。国民党范汉杰重兵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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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时，部队开拔挺进东北，4 个人划一艘小船向大连进

军，划了三天三夜由莊河有幸上岸了，许多老战友都失踪大海

了，到大连先后分配到建新军工厂任科长，做炮弹、手榴弹、

子弹，大连碱厂，染料厂任第一副厂长，吉林染料厂副厂长，

吉化公司供销处处长，化工部供应局，国家经委化工局处长，

文革期间任中共中央工交党委办公室第二组织员，五七干校学

员。1971 年到北京燕化先后任东风化工厂任指挥，党委书记，

燕化公司基建指挥部党委书记，燕化公司副经理主管基建，兼

前进化工厂党委书记，1984 年成立燕山区任人大常委员会主

任。1987 年退居二线离休。正局级。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口越来越多，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搞好植树造林，园林绿化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及改善生态环境

的重要措施之一。树木、草坪等绿色植物能吸收空气中的有害

气体，放出人体所需要的氧气，还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防尘固沙、降低噪音、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林老一辈子最爱

树木，从小就最爱植树习惯，在大连、吉林几个工厂那些年，

非常重视大量植树造林，石油化工行业，必须要植树造林，绿

化厂区，不仅能改变工厂面貌、改善生活环境，而且还能减少

飞沙沙尘，消弱噪音，吸收有毒有害气体，保障工人健康，就

必须要多多植树。在他所呆过的单位，不管什么职务，他都主

动担当兼管植树造林绿化工作。1957 年吉化三大厂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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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染料厂环保搞的特别好，年年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花园

式工厂。吉化公司办公大楼建成后，植树绿化工作全是他安排

指挥干的，植树绿化专家美名扬。 

1972 年初，我奉命由总厂后勤组调到东风化工厂供应组，

参加东风厂的会战又和老领导到一起了。有一次我陪着林指挥、

刘勤军代表代表到部里向徐今强部长汇报空分设备问题，汇报

完后，随便又谈起环保问题。他俩人是很熟悉的老同志，林笑

着说：我听小陈讲过，在胜利厂平厂地时，把那么多的“雪白

桃花、梨花树”一夜间都推到了，你哭了？徐连声说：是、是，

太可惜了！……但他又激动地说：也是万般无奈，不然就无法

建厂啊，我有责任，以后不怕花重金，再找好地方多多种树，

建果园子，为子孙后代造福。我是宁波人，也最爱树木，在大

庆、兰炼工作时，年年大量植树造林，绿化工厂内外生态环境，

搞好环保是咱们的责任，否则就该挨人民骂了。我听李艺林部

长说过，你也是爱树如命，请你亲自带头把东风厂好好规划一

下，建成花园式工厂，这回东风厂下马四个有污染的车间停建

了，厂内腾出地方，有条件了，多多植树，绿化工厂……。 

东风厂建厂初期，由于地处荒山秃岭，石头多，土壤少，

又缺水，四季杂草丛生，植树需要换土量很大，工作十分困难。

根据徐部长指示，必须好好规划，平整场地时马路加宽，四通

八达，两侧要留出植树土壤，要植管并重。林老回来立即开了

个厂务会，成立绿化队伍，行政科一名科长直接领导绿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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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直接向林老请示汇报。由于林老紧抓不懈，厂区绿化取得

很大成效：1975 年在厂内外马路两旁栽种了 215 棵杨树，3500

米柏树墙，还有大量的松树，基本形成了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特别是 1976 年由林书记和王锡增厂长亲自出面由 218 搬迁工

地搞来 500 株特别好的大油松移植到厂，动员全厂职工和车辆

全出动，昼夜不停的奋战，战果辉煌，真是一件大喜事，给厂

增加光彩了，哪棵树栽哪，放哪都是林书记指导的，有两棵最

大的最好的油松栽在办公大楼前边了，他天天早晚去浇水养护，

现在长一楼粗了，姐妹二人健康成长。太讨人喜欢了。 

1985 年，地毯装置上马以后，为了进一步绿化、美化厂

区，又种植大量各种花卉，栽紫荆、紫薇、丁香和槐树。同时，

还在厂区的荒山上建了青年绿化林，栽种了雪松、油松、桃树

等，各种树木。1977 又投资 8 万元，在生活区修建 114 个花

池。同时又修建大花房子，可培养四千多盆花。 

为了搞好绿化工作，建立了卫生任务承包责任制，建立了

绿化管理制度，实行了“三包”，即“包栽植、包管理、包成

活率”，还建立严格执行有关制度，对违反规定的，坚决给予

经济处分。地毯厂多年以来被评为房山区绿化工作先进单位。

林老在东风厂工作 8 年，非常重视绿化造林，美化环境，做出

了无私的奉献，功不可没，业绩辉煌，人人敬重。 

1978 年他升任燕化副经理（主管基建）并兼任基建指挥

部党委书记，后又兼任前进化工厂党委书记，产品以乙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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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值 10 亿元。伴随生产发展，林老狠抓绿化工作，经过几

年的努力，达到绿树成荫，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优美环境，

坚持栽管并举，厂成立专业绿化队，成绩卓越，1984 年第一

批进入北京市花园式单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风沙危害及改善燕山地区生

态环境，开山造林，奋战西虎岭时期，林老主管基建大力支持，

亲临现场，调动建设大军必须要先开山修路，先通水，水是植

物、树木的血脉也是园林的命脉，引水上山把 1000 多米管线

引上山，浇灌和植树用。准备工作做好后，他发动东风厂、机

械厂、北化建大小等单位轮班不停地去人植树，各厂都抽调许

多专业人员长期分片管理和工作，林老还请林业专家，因地制

宜栽种适生树种，主要有：春树、山桃、山杏、元宝枫、油松、

侧松、刺槐、紫穗槐等各种树种，栽植满山片野，成活率达到

90%以上，这些树粗壮成长，今天的西虎岭把白水寺也连通上

了，成为人们拉练、散步、游玩最美的圣地。 

燕化公司历届党政领导在抓企业生产、建设的同时，把绿

化工作视为造福后代子孙、改善环境、美化厂容的大事。截止

到 1990年公司下属二级单位有 13个单位被评为北京市花园式

单位，燕化公司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这个荣誉来之不易，

林雷川老人功不可没。 

1984 年 7 月，燕山办事处撤销，成立燕山区，组织调他

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兢兢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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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勤恳恳去工作，工作之余还为建设燕山公园献计献策。1987

年 5 月退居二线后，也不回市内的家，就吃住在办公室，十分

关心燕山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常到他所工作的工厂走一走，

献计献策，看望一下老同志。1994 年 8 月我也退休了，常去

他办公室看望他，在一起回忆在吉化、燕化诸多往事，谈笑风

生的很有乐趣。有一次陪他去西虎岭游玩，他拉着我的手走在

一个大松树下向我讲：“这个地方有多好，鸟瞰燕化全景，我

死后也不上八宝山高干革命灵柩了，就埋在这个地方，生是燕

化人，死是燕山鬼”，我说；人家不让你埋，怎么办？他说“不

让埋，就把骨灰撒在这个山上”，这个西虎岭是我出力最多的

山，永生难忘。夏天，有时我还陪他去垂钓玩，钓上的鱼他不

要还放回去，就是玩一玩。后来，他生病了（脑瘤），住进广

安门医院，知悉后我急忙去看望他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小

陈呀！你还没有忘记我，谢谢你……”。 

后来，我和很多人一起到航天医院去看望他，病重了，退

骨质疏松断了，卧床不起，两眼泪流满面，临别时和大家一一

紧紧握手，连说谢谢。没想到，这竟成了最后一面。1999 年 3

月 12 日，噩耗传来，这位 1944 年参加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带

着尚未完成的遗愿离开了人间，享年 74 岁。 

在 50 多年的的革命生涯中，他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

表现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崇高的思想品德和革命风范，全心

全意地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一生；他嫉恶如仇，爱憎分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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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中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严于律己，勤

正廉洁，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为广大干部做出了榜样；

他一生转战军工、化工、石油化工三条战线和环保工作奉献了

伟大事业，深受人民赞扬。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撰写此文并赋首小诗，以

掉之。 

 

 

深切思念林雷川副经理 

陈鹏羽 

一叶小舟漂东北，为是抗日报国心。 

一生立业搞化工，一片丹心贯始终。 

克难艰辛建东风，真诚奉献燕化中。 

“政工”工作多建树，为政清廉人人颂。 

风范长存人敬爱，忠心耿耿对党忠。 

植树造林率先锋，骨灰撒在西虎岭。 

心牵百姓重民生，情笃千家水电通。 

老来秉笔书心语，激励后人奋向前。 

吉化燕化共相识，朝夕相处情意浓。 

林老已乘黄鹤去，不尽哀思想林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