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的“米丘林”——石玉殿 

 
石玉殿(1893 - 1967)，东岗镇东冶村人。幼时给人放牛，

禀性忠厚朴实。12 岁那年，家乡旱灾，人多饿死，惟有有柿

树的人家能以柿子维持生命，渡过了灾荒。石玉殿从中受到

启迪，对果木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一边放牛、一边栽植果

树，还在房前屋后，荒坡野岭的软枣树上嫁接了很多柿树。 

    18 岁时，父亲因贫病去世，石玉殿和新婚妻子忍痛卖掉

仅有的 3 间破草棚还债，搬进村北的破庙。虽餐风露宿，但

栽培果木的决心更加执着和强烈，在山坡上进行嫁接果树试

验，终于把大枣接到了酸枣树上，结出了甘甜的无核大枣。

这一成功使他欣喜万分，以后又逐渐试验成功了果树的二重

接、扣码接、靠接、搭接、夹接、套接、根接、劈接、插接、

鞍接等方法，在枫杨树上接活了核桃树，用山葡萄接活了家

葡萄。还摸索出一套关于柿树、核桃、花椒、梨树等果树的

栽培管理方法。 

    1940 年，林北县获得解放，石玉殿踏遍了东冶村周围的

山岭沟壑，开荒、采种、育苗、嫁接。还义务为乡亲们嫁接

果树。1948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 4 月光荣出席

全国林业会议。《人民日报》以“米丘林式的创造”为题，

介绍了他的事迹。他先后荣获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林业

部颁发的林业劳动模范奖状和奖章，被誉为“中国式的米丘

林”。1956 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4 年，石玉殿任东冶村农业社社长，带领群众大搞

植树造林，苦战十年，在村周围的九岭、十三山、十六道沟

约 5100 亩的荒山上，栽植用材树 70 万株，经济林 25 万株。



终于实现了“松柏盖顶，用材树缠腰，果树遍沟凹”的愿望。

中共林县县委和林县人民政府授予他“山区方向”金字匾额，

予以嘉奖。1962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石玉殿的园林

技术》一书。他先后被聘请为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

院树木改造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米丘林学会会员，河南林园

学会理事，河南农学院林业系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特约研究员。 

    石玉殿爱树如命，入痴入迷。1960 年在县城开会休息时，

看到院里椿树籽干枯了，当即给两个儿子打电话，要他们连

夜来县城爬到树上采树籽。有一次他去郑州开会，在德化街

散步，边走边往地下寻鸭梨籽、香樵苹果籽、红魁苹果籽、

杜梨籽、大枣核。石玉殿就是这样，走到哪里，宣传到那里，

采集树种到那里，火车汽车上、马路饭场上，只要有一个听

众，他的嘴就不叫闲，只要有一粒种子，他就不肯放过。 

    1966 年 9 月，石玉殿患了食管癌，次年 1 月 20 日去世。

去世前，他对儿子说：“现在国家缺木材，我死后不要做棺

材，不要垒坟墓，要火葬。林县土地不多，少占一分地，也

能多栽几棵树。”按照他的遗嘱，石玉殿去世后进行火化为

农村推行火葬树立了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