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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免渡河林业局林业发展方向和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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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以营林为主，采育结合，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林区建设总方针，结合免渡河林业局的具体
情况，阐述了免渡河林业局未来 10年的林业发展方向和关键措施，包括调整建设经营方向，调整林种、树种结
构，以“育林”为中心全面经营，大搞木材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做好森林病虫害
的防治工作，加强人工林和母树林经营管理，制定企业经营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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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渡河林业局位于大兴安岭主脉中南段西坡，

地处免渡河上游汇水区，地理坐标为北纬 48毅 46忆～
49毅 27忆 ，东经 120毅 42忆 ～122毅 05忆 。建于 1956

年，施业区面积 27.8万 hm2，有林地面积 19.7万

hm2，森林覆盖率 74.7%，属次生林区，是国家重

要的北疆生态屏障和呼伦贝尔林业生态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建局 50多年来，免渡河林业局始终

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主的经营发展战略，以营林生

产为基础，保护和利用相结合，植树造林，采育

结合，多业并举，综合利用，累计为国家建设提

供木材加工 281万 m3，在全局各族职工干部的共

同努力下，正向着美丽与发展双赢的科学发展新

目标迈进。我们对免渡河林业局未来 10 a的林业

发展方向和保护、发展免渡河森林资源的关键措

施进行了阐述。

1 发展方向
围绕免渡河林业局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在

2009年基础上略有增加的目标，确定 2020年森林

保有量目标为 223 995.5 hm2。为实现森林保有量

目标，要严格保护现有森林，加强有林地和生态

脆弱地区灌木林地的保护，提高林地利用率，确

保森林面积总量逐步增加；加强森林防火和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完善监测、检疫和应急体系

建设，提高森林防灾减灾能力。

免渡河林业局具备发展林业、建设生态林基

地的自然条件。建局 50多年来，生产建设中的经

验教训表明，今后应以恢复和保持森林生态系统

的平衡为中心，在全面发展营林事业的基础上，

使木材生产、综合利用、多种经营、林区社会建

设得到同步发展。把抚育伐作为育林的手段，把

育林作为采伐的前提。在营林生产上，首先要加

强天然幼、中龄林和人工林的抚育管理，不断为

林分生长创造良好条件。在此基础上加快造林力

度，扩大森林面积；加强资源管理，提高资源利

用率，充分利用“三剩”资源，及时更新、改造迹

地，变低产林为高产林，提高森林覆盖率。逐步

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化，稳步发展以细木加工为

中心的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挖掘人才潜力，开

展科学实验，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通

过全面建设，变自然优势为经济优势，提高经济

效益，不断扩大再生产，尽快把免渡河林业局建

设成为一个现代化林业企业。

2 关键措施
2.1 调整建设经营方向

针对免渡河林业局森林资源的特点，即幼龄、

中龄林多，成熟、过熟林少，阔叶树多，针叶树

少的实际情况，必须把企业的经营从以木材生产

为中心迅速转移到以培育森林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资金投放和劳力、设备使用都应坚持以营林为主，

把营林事业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来抓。

2.2 调整林种、树种结构

2009年，免渡河林业局森林中天然林面积为

216 672.7 hm2，人工林面积为 5 884.9 hm2，天然林

与人工林的比例为 97.4∶2.6。规划到 2020年，全

局森林中天然林面积调整为 217 804.2 hm2，人工
林面积调整为 6 191.3 hm2，天然林与人工林的比

例达 97.2∶2.8，天然林面积略增，人工林总量及

比重略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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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林种结构是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条件。

为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免渡河林业局应适

当扩大防护林、特用林，相应减少用材林。在防

护林中应扩大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增加护

岸、护路林，在特用林中要扩大母树林。将各林

种面积的比例由现在的用材林占 97.9%，防护林占

1.7%，特用林占 0.4%，调整为用材林占 72.4%、

防护林占 26.0%、特用林占 1.6%。

合理的树种结构和布局是提高林业生产力的

关键措施。落叶松是免渡河林业局的乡土树种，

有较强的适应性，天然更新容易，人工林成活率

高，生长快。樟子松因鼠害严重，不宜大量引进。

云杉是阴性树种，在林冠下、低洼地都可生长，

经过几年的观察，在免渡河林业局造林成活率高，

生长良好，今后可适当引进，并与落叶松混交，

或在白桦疏林地造林。鉴于上述原因，此次区划

调整了树种比例，把现在的人工林落叶松、樟子

松、云杉、其他阔叶树种的占比分别由 82%、

15%、2%、1%调整为 80%、18%、1%、1%，人

工更新与天然更新比例为 6∶4［ 1］。

2.3 以“育林”为中心全面经营

认真贯彻以“封护为主，育造并举，综合利

用，多种经营”的次生林区建设方针，扭转单纯

以取材为主的不良倾向，对所有林场和各类林区

都要开展经营活动。在一沟、一坡、一个运输系
统内，根据实际情况经营，相应进行抚育伐、封

育、改造、造林等。只有沟系运输系统实行全面

经营，才能不断提高林木生长量，扩大再生资源，

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2.4 大搞木材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

森林是以林为主，富有多种林副产品的天然宝

库，这些资源是发展综合利用工业和多种经营的自

然基础和经济条件。免渡河林业局除木材外，还有

大量木本、草本药用植物 300多种，如杜鹃、大黄

芪、赤芍、手掌参、柴胡、苍术、沙参、地榆等，

以及越桔、红豆等品种繁多的野生植物资源［2］。此

外，还有铁矿、铜矿、珍珠岩矿、佛石矿、耐火土、

大理石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免渡河林业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提高经

济效益，增加广大职工经济收入的重要资源。

把年抚育伐采伐量的剩作物充分利用起来，

大搞削、压、创、旋等项综合利用加工生产，以

廉价资源生产高价产品，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

工业产值。今后要把大搞木材综合利用作为调整

免渡河林业局单一加工业的重要途径，把发展多

种经营作为林区经济建设的一项长期性措施来抓。

2.5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森林法》和《森林管理条例》，

以法治林，严禁超计划采伐和乱砍盗伐森林资

源［ 3～5］。

在改革中加强各级资源管理机构和技术力量。

根据《森林法》第12条和《森林管理条例》规定，要在

1985年二类清查的基础上，建立资料室，认真搞好

资源档案的管理。近期应将沙盘建起来，克服“一

年清、二年变、三年乱”的现象，做到办事有方向、

有决心、有章法。档案人员要固定，且优先选用事

业心强、肯钻研、善于创新的员工从事此项工作。

各林场都要配备 1～2名专职资源管理人员。

严禁烧好材，要以煤代木，节约资源，山上

作业点提倡利用枝丫和剩余物。

2.6 做好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搞好护林防火和森林保护工作，在现有基础
上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坚持“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营林措施为基础，

物理、化学、生物防治相结合，积极引进推广生
物防治措施［ 6］。

2.7 加强人工林和母树林经营管理

抚育管理是改善林地环境条件、提高林地生

产潜力、加速林木生长的重要技术措施。免渡河
林业局拥有已郁闭成的人工林 1 666.0 hm2 和大面

积的未成林造林地，需要进行适时抚育管理，促

进幼树的成活和良好生长，使之迅速成林。

免渡河林业局现有母树林 670.0 hm2，尚不能

满足更新造林对种苗的需要，今后应逐步扩大母

树林经营面积，加强人工、天然母树林的抚育管

理，建立种子园，为更新造林培育良种壮苗。

2.8 制定企业经营规划

在林业区划的基础上，把技术经济的定量指标

从发展速度、生产规模、投资安排、实施措施等几

个方面加以落实，指导林业生产建设的快速发展。

2.9 加强科技档案管理

科技档案是现实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必不可

少的实际工作，它主要为现实生产服务。在当前

进行的全面经济改革中，为了取得大量的、真实

的、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今后必须加强科技档案

的管理工作，适应林业建设的需要。

3 结语
根据“以营林为主，采育结合，综合利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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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地处甘肃陇南徽成盆地腹地，境内盆地、
丘陵、山谷错落分布，立体气候特征明显，气候
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是核桃、柿子、樱桃、板
栗、杏等经济林果和中草药的适生区。北部山区
阴湿气候和土质适宜核桃、板栗、杏和中草药种
植；中部盆地走廊地带适宜粮食作物和核桃、柿
子、樱桃种植。江武公路、十天高速和成武高速
横贯县境，中部地区交通便利，适宜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西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但海拔较高，
植被较差，土壤黏性不足对水分的涵养性较差，
属成县的易旱区，但光温条件较好，适宜核桃、
柿子、樱桃、大枣等林果类生长［ 1］。
近年来，在成县县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下，

核桃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目前全县核桃种植面积
达 2.67万 hm2，且种植面积在进一步扩大。但核
桃产业链未得到有效延长，产业相对单一，仍以
输出原料为主。其他林果如柿子、樱桃、板栗、

杏等则相对发展滞后，而将果树枝条粉碎后作为
代培料栽培食用菌的产业更尚属空白［ 2］。
大面积发展核桃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就现

代技术而言，应对核桃生产的晚霜冻害、夏季
（主要是伏期）高温干旱和秋季阴雨依然显得力不
从心。我们从晚霜冻害、夏季高温干旱和秋季阴
雨 3个方面陈述了这 3种气象灾害对核桃生长发
育的影响，旨在提请政府在大力发展核桃产业的
同时，切勿忽视天气和气候灾害对其带来的风险，
同时兼顾诸如柿子、樱桃、板栗、杏、中药材和
食用菌等产业的发展，以弥补气象灾害对核桃生
产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1 资料来源与统计方法
资料来自成县气象局 1981—2010年的气象观

测数据。成县 1971—2010年 40 a晚霜结束日为 4
月 7日，21世纪为 4月 11日，晚霜结束日有推迟
趋势，较强晚霜冻害大致 10 a 1次。连阴雨统计标

摘要：依据成县气象局 1981—2010年的气象观测数据，分析了晚霜冻害、伏期高温干旱、秋季阴雨三大气
象灾害对当地核桃生产的影响。

关键词：气象灾害；核桃生产；晚霜冻害；防御措施
中图分类号：S664.1；S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5）03-0076-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03.027

气象灾害对成县核桃生产的影响分析
陈剑雄，高宕凤，黄小梅

（甘肃省成县气象局，甘肃 成县 742500）

种经营”的林区建设总方针，结合免渡河林业局的

具体情况，今后 10 a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必

须做到严格保护，突出重点；持续利用，提高效

益；优化结构，合理布局；强化调控，科学管理，

加快宜林地造林绿化步伐，可持续利用林地资源。

在全面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应大力开展
更新造林，积极进行森林抚育，合理利用森林资

源，大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逐步扩大森林面

积，提高森林生产率和林木质量，将免渡河林业局
建设成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生态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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