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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了永昌县生态林业建设现状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加大宣传，努力提高生态环保意识；依
靠科技，建立健全技术支撑体系；科学规划，逐步探索生态林业模式；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加
强立法，协调保障林业建设进程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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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阿拉
善台地南缘。东邻武威市，北接金川区、西迎山丹
县，南与肃南接壤。位于东经 101毅 04忆 耀 102毅 43忆，
北纬 37毅 47忆 耀38毅 39忆。东西最长距离 144.80 km，
南北最宽距离 144.55 km，总面积 7 439.27 km2，总
人口 24.3 万人，辖于中国镍都—甘肃省金昌市。
下辖 6镇 4乡，111个行政村，917个村民小组，
10个社区。境内地势以山地、平原为主，与戈壁
沙漠东西展开，南北山岭夹峙，相间排列，山地

平川交错，绿洲荒漠绵延。最低海拔 1 452 m，最
高海拔 4 442 m，平均海拔 2 000 m，耕地海拔
1 452～2 400 m。永昌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4.8℃，平均降水量
185.1 mm，无霜期 134 d。年平均日照 2 884.2 h，
日照率 65%。年蒸发量 2 000.6 mm［ 1］。

生态林业，是指以现代生态学、生态经济学
原理为指导，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及先进的科学技
术成就，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通
过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在促进森林产品发展的
同时，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创造最佳环境的一种现
代林业模式，它追求的核心是生态经济的最佳平
衡，持续不断地提供最优的生态服务和经济贡
献［ 2 - 3］。生态林业理念是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
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和利用，实现经济收益
与生态收益的双丰收［ 4］。在资源不断匮乏，环境
污染愈发严重的情况下，生态林业建设已经成为
了我国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按照建设“绿色永
昌、平安林区、和谐林业”的总体目标，永昌县
林业事业呈现提速、升级、惠民、增效的良好发
展态势。

1 生态林业现状
近几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

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环境
问题日渐突出，做好西部地区城市的园林绿化，
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极为重要［ 5］。在甘肃省林业
厅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永昌县确立了“生态
建设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向人居集中的市区
和村镇转移”的思路，经过 30多年的努力，在西
北风沙前线树起一道绿色的屏障，城市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城市品位日益提高。永昌县加大生态
建设力度，着力改善县域生态环境，紧紧围绕“大
地增绿、林农增收、生态增效”的总体目标，深入
实施“南保青龙、中建绿龙、北锁黄龙”发展战略，
以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建设、重
点公益林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规划、百里生
态、死亡沙枣林改造、武当山水云山狮伏山绿化、
金永高速公路绿化“十大工程”为依托，着力构筑
绿色生态屏障。2014年全县完成人工造林 1 028
hm2、四旁义务植树 82 万株；完成森林抚育 337
hm2，示范推广实用技术近 333 hm2，综合防治有
害生物 14 000 hm2，有效保护水源涵养林 15 867
hm2、重点公益林 109 333 hm2，使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了 27.43%，植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实现了“双
赢”［ 6］，使得林业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

2014年，永昌县坚持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加
快转变发展方式，按照基地化发展、品牌化经营、
标准化生产的要求，新建育苗基地 27 hm2，在喇
叭泉林场新建枸杞基地 197 hm2；建成以皂角为主
的中药材基地 340 hm2，栽植各类绿化苗木 3.84万
株，建成基地绿化带 17 km，栽植皂角、麦冬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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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 52万多株（墩），播种桔梗、白术、板蓝根等
药材种子 1.24 万 kg，累计完成投资 2 000 万多
元 ［ 7］。以朱王堡、水源、六坝、东寨、焦家庄 5
个乡镇和喇叭泉林场为重点，新建成以葡萄为主
的日光温室 120座。在南坝乡新建成枣树基地 20
hm2。同时，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培育林下经济示
范点 3处，带动发展林下经济示范户 20户，新建
优质林草基地近 133 hm2，发展林下生态鸡 1万多
只，形成了以林木种苗业、中药材产业、设施林
果业、枸杞产业、林下经济产业为主的五大特色
林业产业体系。林业对县域经济社会的生态保障
作用进一步显现。
2 生态林业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 机遇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决策，把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和
切入点，为甘肃生态林业建设带来了不可多得的
历史机遇。以退耕还林还草为主的生态林业建设
全面展开，标志着西部大开发在甘肃省迈出了实
质性的步伐，也标志着生态林业建设进入了一个
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8］。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共识
日益广泛，造林绿化科技支撑日益坚实，依法治
林制度保障日益完善，已经进入加快林业改革发
展、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
发展期［ 9］。永昌县应抓住国家启动实施六大林业
工程的有利机遇，组织实施退耕还林、三北防护
林、造林补贴试点、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等生态项
目，全力推进生态林业建设。
2.2 挑战

永昌县深居内陆腹地，紧邻巴丹吉林和腾格
里两大沙漠，干旱少雨，缺林少树，森林覆盖率
低，生态环境脆弱，人居环境差是基本县情之一，
也是制约永昌县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10］。由于造
林绿化整体水平不高，林分质量差，生态公益林
体系比较薄弱，森林生态功能不能适应优化环境
的需要，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造林绿化和
生态环境建设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在推进实施
生态林业工程中还面临诸多的挑战，一是人为破
坏与滥伐林木现象严重，火灾隐患十分突出，森
林资源安全、生态保护压力日益加剧。二是科技
人才缺乏，森林抚育、管护技术滞后，苗木保存
率低，农林用水矛盾突出、病虫害突发致使管护
难度加大。三是环境污染、沙漠化土地面积逐年
扩大，自然生态系统退化明显，荒漠化治理、生
态植被修复形势严峻。四是经济林产业规模小，

质量差，效益不高，与生态林业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差距较大。五是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林业、
林权改革还需逐步深入，依法兴林，依法治林任
重道远。
3 建议
3.1 加大宣传，努力提高生态环保意识

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建设祖国秀
美山川战略目标的确立，赋予了林业比任何时候
都重要的特殊地位。2011年 12月，党的十八大提
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建设
生态文明林业重任在肩，而生态林建设更是重中
之重。2013年 4月，习近平同志在海南考察时指
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并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
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林业已成为生态
建设的主体、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西部
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不断提高
全民的生态安全意识。加大宣传力度，更新林农
经营观念，激发他们植树造林、治山治水的热情，
才能使永昌县生态林业建设充满希望和活力。
3.2 依靠科技，建立健全技术支撑体系

科技支撑是提高林业生产力的内在动力，而
依靠科技是振兴生态林业的根本出路，也是搞好
生态林业建设的基本保证。目前永昌县林业技术
支撑体系不健全，高新实用技术的应用、示范、
推广滞后，林业科技对生态林业建设的贡献率不
高；林业生产经营科技含量偏低，真正的名、优、
新、特品种较少；缺少林业高新技术拔尖人才，
林果产品加工转化商品率较低，发展林业的收益
不高，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一要通过建
立健全林业科技推广体系稳定科技推广队伍，认
真抓好各个层次的技术培训、科技信息传递与应
用。二要实施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投身生产
第一线，努力提高科技兴林水平。三要组织多学
科进行综合研究，组织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技
术研究的攻关项目，坚持技术标准，强化技术管
理，提高质量意识。四要把高新实用技术推广纳
入全县各项生态工程建设计划中，科学规范林地
的管护、灌水、防虫等技术环节，达到栽一棵，
活一棵，保一棵，提高绿化成效，巩固绿化成果。
3.3 科学规划，逐步探索生态林业模式

生态林业模式有着鲜明的地域差异性，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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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套用，必须根据地域分异规律和该地域最适
宜的主体森林类型为基础，以森林生态功能和经
济效益为手段，进行生态林业区划，相近（同）发展
方向的地域组织为一个生态林业区，因地制宜地
设计出不同的生态林业模式 ［ 11］。由于历史原因，
不同时期林业建设重点不同，加之缺乏统一规划，
综合治理的意识不强。永昌县天然林、防护林、
经济林等建设布局与当地相关产业规划重叠现象
突出，不利于整体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因而
使之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应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和具体条件，因地制宜搞好最佳林种、树种结构
配置，从而选择最适合本地发展的生态林业模式，
努力构建永昌生态屏障体系和产业体系，进一步
对县域生态环境进行科学区划、总体布局、分区
建设，加强封山育林和林分改造。凡是划定的生态
林，如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和自然保护区等，
一定要严格管护，不得随意开禁采伐。对于天然次
生的幼中龄林、疏林和灌木林，实行全封、轮封相
结合。对低产林应根据其类型和特点，分别选择适
宜的改造措施，以尽快提高林分的生产力。
3.4 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拓宽融资渠道

生态林业建设是一项投资巨大且社会影响深
远的工程，改革作为促进林业生产的动力，贯穿
在林业工作始终。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生态林
业建设加强了政策扶植力度，制订了对林业的优
惠政策，金融、财政、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在资
金投入、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上进行全力支持。根
据“谁投入、谁经营、谁负责、谁受益”的原则，
扎实推进林权制度改革，积极鼓励社会各类人群
参与生态林业建设投资，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
路。首先应进一步深化重点林区和国有林业场圃
改革，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下，挖掘生产和增
收潜力，解决经济危困，提高发展后劲，为生态
林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二是形成多形式，多主
体，多投入的多元化绿化机制和体制，推动生态
林业快速发展。三是充分调动经营者造林和管护
的积极性，切实落实造林、管护各项工作，在促
进林业可持续发展中寻求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要提高政府财政资金投资生态林业建设的效率。
四是坚持多林种多功能的经营方向，林、工、商
综合经营，给经营承包者以真正实惠，把生态林
业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群众脱贫致富紧密结合
起来，才能满足群众的愿望。
3.5 加强立法，协调保障林业建设进程

生态林业建设是一件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

伟大事业。“依法治林”是我国生态林业建设的基本
出发点。建立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使得森林资
源的保护与开发有法可依，促进生态林业建设步
入法制轨道。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实行了《森林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防火条例》以及
林木种苗管理、自然保护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加强征占用林地管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征
占用林地行为，对进一步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
加快生态林业建设步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障
作用。要树立保护就是发展的理念，坚持建设与
保护并重的原则，进一步加大林业行政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乱砍乱伐、滥砍滥伐、毁林开荒和乱征
滥占林地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建设生
态林业体系，必须与农业综合开发结合，体现山、
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
全面发展。切实加强相关立法，加大对林业工作
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在重大林业工程实施过
程中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
坚持林、农、牧等各业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确
保全面完成各项林业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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