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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南郑区生态环境特点，选择合适的林业精准扶贫项目对推动当地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通过分析南郑区林业扶贫措施，论述总结了林业精准扶贫的项目选择类型及其成效，分析了林业精

准扶贫中存在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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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郑区位于陕西省西南边陲、汉中盆地西南

部，北临汉江，南依巴山。地理坐标：北纬３２°２４′

～３３°０７′，东经１０６°３０′～１０７°２２′。区境东与陕西

省城固县、西乡县毗连，边界长度分别为８１．５ｋｍ

和４３ｋｍ；南部与四川省通江县、南江县、旺苍县

接壤；西部与陕西省宁强县、勉县为邻；北与汉台

区隔江相望。区境东西最长直线距离８３ｋｍ，南

北最长直线距离 ７９ｋｍ。全区地域总 面 积

２８０９．０３６３ｋｍ２，全区林业用地２０．８８２万ｈｍ２，

其中 有 林 地 １７．７１ 万 ｈｍ２，活 立 木 蓄 积 量

１５７６．５８万ｍ３，森林覆盖率６２．９４％，林木绿化

率６８．４３％。全区辖１个街道，１９个镇、２８８个行

政村，共有２８５６个村民小组，区政府驻地汉山街

道办。至２０１６年末，全区户籍人口１９２９６７户，

总人口５６５３２４人。２０１７年精准扶贫动态调整

后，全区有贫困人口１８４０４户４５１４９人，其中山

区乡镇碑坝镇、福成镇被划为深度贫困地区，贫困

人口分别为１３３８户４４６１人和６８８户２１６０人，

占全区贫困人口总数的９．８９％和４．８％。

生活在山区的贫困户脱贫，必须依托实际条

件选择，除过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帮扶项

目之外，依托林业政策，选择林业措施脱贫既符合

当地百姓的心理，也符合精准扶贫的要求。

１　南郑区林业精准扶贫项目选择原

则

　　 在精准扶贫项目选择中，国家制定了宏观的

指导政策，为林业精准扶贫的落实奠定了基础。

陕西省省委、省政府严格按照“两不愁、三保障”

（吃不愁（含安全饮水）、穿不愁，基本医疗有保障、

义务教育有保障、安全住房有保障）的要求制定全

省“八个一批”帮扶政策，即产业扶持脱贫一批、就



业创业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

贫一批、危房改造脱贫一批、医疗救助脱贫一批、

教育支持脱贫一批、兜底保障脱贫一批。

林业扶贫在南郑区脱贫攻坚中占据重要位

置，生态扶贫和产业帮扶均是林业精准扶贫项目

选择的方向。其中生态扶贫以林业为主导，重点

落实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生态护林员等政

策；而产业帮扶则以农林项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结合全区情况，生态效益补偿、生态护林员政策重

点在国家公益林区和省级地方公益林区森林资源

丰富地区实施；退耕还林项目和农林混合型项目

在全区适宜发展此类项目的地区均可实施。

２　南郑区林业精准扶贫项目类型

２．１　依托林业政策，以政策兑现为主的扶贫项目

２．１．１　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兑付政策　在国

家公益林区划界定范围内的林权所有者可申请中

央财政资金生态效益补偿；在省级地方公益林区

划范围内的林权所有者可申请省级财政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２０１７年，到户补偿标准为国家公益林

１９５元·（ｈｍ２·年）－１、省级公益林７１．２５元·

（ｈｍ２·年）－１。

南郑区被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界定集体所有的

国家级公益林共２．５９万ｈｍ２，涉及福成、碑坝、黎

坪等米仓山主脊两侧生态区位比较重要的７个镇

４５个村４２６１户。省级地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

省市每年安排南郑区１０万亩。根据省市相关要

求，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优先支持符合规划区条

件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区林业局按年度以区政府

办公室印发兑付方案，区财政局通过惠农资金“一

卡通”直接将补偿金兑付到户。

２．１．２　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地转化为生态护林

员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可向当地镇（办）申请成

为生态护林员，经考察确认并工作合格后，给予工

资补助，工资补助根据实际考核情况按照“月预

付、季结清”的方式通过惠农资金“一卡通”按月兑

付给生态护林员。

南郑区生态护林员年工资执行全市统一标

准，即年工资６０００元。由各镇（办）农业综合服

务站造册发放工资总额８０％的基本工资，其余

２０％作为绩效工资。绩效工资根据每季度管护质

量考核结果予以发放。

２．１．３　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资金补助政策　 全

区２５°以上非基本农田坡耕地、重要水源地１５°～

２５°坡耕地的退耕主体（农户或集体经济组织），可

向所在镇（办）农业综合服务站自愿申报新一轮退

耕还林，经审核确认，并按设计完成造林任务，通

过造林验收后，可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助。

新一 轮 退 耕 还 林 的 补 助 标 准 每 公 顷

２２５００元，其中：种苗费 ４５００ 元，现金 补助

１８０００元，分别在退耕后的第１、第３、第５年检查

验收合格后兑现到位（即第１年兑现７５００元，第

３年兑现４５００元，第５年兑现６０００元）。从

２０１６年起，在任务安排上，结合全区贫困村、贫困

户核实情况，将国家下达的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全部纳入精准扶

贫，重点安排贫困村、贫困户。

２．２　发展林业产业，提高以收入为主的项目

依托退耕还林项目，发展经济林。如退耕还林

核桃经济林项目、退耕还林药用林项目等。这些项

目严格按照退耕还林项目标准进行建植，每年由项

目点所在乡镇进行检查验收，同时由区林业局和市

林业局按照比例进行抽查，确保成活率并进行资金

兑付，一方面减轻林农前期负担，另一方面在确保

生态效益的同时提高林区的经济效益。

２．３　农林混合型发展项目

山野菜基地建设项目是由区农业局牵头推进

的一个针对丘陵、山区乡镇的产业脱贫项目，其优

点是集产销于一体，贫困户负责生产，政府负责提

供支持，合约公司负责收购农产品，最大限度的降

低了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其中香椿栽植

项目由林业农业合力推进，区林业局负责苗木调

配、资金补贴、技术支持等，区农业局负责项目落

实、签署产销协议、项目服务等。

２．４　林业技能培训项目

结合林业、农业等经济林、山野菜、中蜂养殖

等项目，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大力开展《经济林栽

培与常见病虫害防治》、《中蜂养殖技术》、《苗木花

卉培育技术》等各类农林业适用技术培训班，服务

全区产业脱贫。

３　南郑区林业精准扶贫项目成效

３．１　生态扶贫工作有成效

一是全面落实生态护林员扶贫政策，精准甄

别，选聘４２３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为生态护林员，

并通过岗前培训，全部到岗履职。共拨付管护工

资２５３．８万元，人年均６０００元。二是全面落实

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足额兑付森林生态补偿金

·４６· 陕　西　林　业　科　技



５５２．３８万元，涉及贫困村４１个、贫困户１４４４户

７２．０５万元，户均增收５００元。三是全面落实新

一轮退耕还林政策，支持贫困村、扶持贫困户，有

序兑现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退耕还林补助资金

５８０．２万元，涉及贫困户２２２户１４２．３８万元，户

均享受政策补助６４１４元。

３．２　创新退耕还林模式有成效

在执行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中，始终方向不

变、力度不减，优先安排贫困村和贫困户实施退耕

还林项目，落实退耕还林２２５．０７ｈｍ２，涉及贫困

户４０１户１２８６人。同时，紧贴实际，积极探索，

动员山区群众将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与精准扶贫

有机结合起来，创新了由合作社牵头实施退耕还

林带动贫困户发展种养业的新模式。全年支持４

个合作社实施退耕还林２７．６１ｈｍ２，起到了良好

的示范作用。

３．３　扶志先行，林业技术培训有亮点

围绕“２１１”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区林业局狠抓

农民林业实用技术培训工作，围绕建设核桃重点

县和省级油茶重点县的目标，继续加大对各涉林

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积极服务林业龙头企业，

创建各类产业园区，带动林业产业持续发展，充分

发挥生态扶贫对脱贫攻坚的助力作用。同时，制

定科技人员示范点定期联系制度，为林农群众和

贫困人口发放《核桃丰产栽培及综合管理技术》、

《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苗木花卉培育技术》等

适用技术宣传资料。聘请市县核桃专家组成服务

小分队，巡回举办林农技能培训班。采取集中培

训与现场培训相结合，围绕核桃园丰产栽培、定杆

修剪、病虫防治与套种作物等技术。今年已举办

２５期培训班，培训群众１５５３人次，其中贫困群众

７５６人，培训中还向群众赠送了修枝剪、嫁接刀等

生产工具。全区新建镇（村）示范点５个、示范户

２８户，培养农民专家和技术骨干３２人，服务队伍

不断壮大。促进了脱贫群众发展林业产业意识。

４　南郑区林业精准扶贫项目选择存

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４．１　存在问题

４．１．１　林业专项扶贫项目较少　作为“八个一

批”生态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扶贫政策虽然

在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生态护林员方面都有

展现，但是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林均为原有林

业政策向贫困人口倾斜，而结合当地特点而量身

打造的林业扶贫项目较少［１］。

４．１．２　林业扶贫项目推动力较弱　林业项目投

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在现有的林业扶贫项目中

退耕还林经济林项目最能推动当地产业发展，而

经济林建植不但有立地条件要求，还有一定风险。

对于贫困户来说，林业产业扶贫项目如何贴近市

场需求、提高项目选择“前瞻性”、不断规避和降低

项目风险是林业扶贫项目需不断加强的方向［２］。

４．１．３　林业扶贫项目影响面窄　林业扶贫项目

具有其特定的行业影响面。林业扶贫项目中“兑、

补”为主的项目有生态林或公益林要求，退耕还林

经济林项目不但有立地条件要求，还对土地性质

有严格规定。这使得林业扶贫项目多落实在丘

陵、山区，有林地较少的平川地区覆盖较少，造成

林业扶贫项目影响面狭窄。

４．２　改进的建议和措施

４．２．１　结合当地特点因地制宜确立林业扶贫项

目　全区林业资源丰富，脱贫攻坚任务重点难点

均在山区乡镇。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贫穷的当地人

民形成鲜明的对比，绿水青山既是山里人的财富，

又是长久以来阻碍当地人发展的障碍。结合不同

地方特点确立符合当地发展需求的林业扶贫政策

是目前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后需要着重解决的

问题。如在林地面积广泛的山区倾斜增加生态护

林员人数，结合当地种养特点联合其他部门立项

补贴扶持林禽、林药、林菌、林蜂等林下特色经济；

在交通便利的旅游景区，结合旅游业、服务业等发

展林业栽植、生态观光、林业特产等项目，混合推

动当地扶贫开发［３］。

４．２．２　加强部门之间项目协作，进一步提升林业

扶贫项目推动力　目前，退耕还林同区农业局山

野菜基地建设项目结合紧密，山野菜基地建设项

目中达到退耕还林项目要求的香椿栽植面积均纳

入退耕还林项目进行补贴，一方面降低贫困户前

期投入，另一方面通过项目资金补贴，提高其在经

济林产生效益之前的收入。按照项目协作思路，

可以将生态护林员同区人劳局贫困人口专业就业

政策相结合，加强护林员职业培训，扩大护林员规

模，提高护林员管护水平和能力［４］。

４．２．３　探索平川地区林业扶贫项目的选择　南

郑区地势自南而北呈阶梯状下降，平川少林地区

集中于区域北部，这也是林业项目覆盖较少的区

域。探索该地区林业扶贫项目选择，对全区林业

项目均衡、多样具有重要意义。平川地区交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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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林地资源缺乏，适宜发展高度混合型林业项

目，如优良品种经济林栽植、林下经济和旅游业的

混合产业，做强优势经济林产业，引进发展特色林

下经济，结合当地旅游特色打造新型林业旅游区

休息区发展第三产业；也适宜做强原有林业项目，

如扩大圣水镇、胡家营镇苗木花卉产业基地，发展

特色观光林业产业项目等。平川地区在林业扶贫

项目选择上应抓住优势，扬长避短。

４．２．４　提升林业扶贫项目影响，推进山区“三变

改革”落地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三变改革”为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

思路［５］。林业精准扶贫项目落实效果好的贫困山

区正是“三变改革”较难突破的地方，丰富的林业

资源和自然禀赋因开发难度大而未能发挥其效

用。在落实林业扶贫项目的同时，通过项目落地

影响和提升当地林业资源价值，提高资源转化效

率，吸引企业、资金进场开发，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５　结论与讨论

南郑区林业精准扶贫作为“八个一批”生态扶

贫的落脚点，在政策制定、项目选择等方面充分结

合南郑区特点，利用各类林业项目配合打好生态

扶贫组合拳。

全区林业扶贫项目以“补”为主，以资金、实

物、工资等方式补偿涉林项目的贫困户，一方面保

障涉林项目贫困户的林业效益补偿，另一方面也

发动贫困户通过参与林业产业扶贫项目和农林混

合型项目来创造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不断积累

当地林业资源并持续推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然而在项目选择上依然存在政策单一、项目

推动作用弱等问题。总体上看，依靠发展林业产

业的脱贫占比不大，需要进一步量身定制项目、加

强部门间协作、提升林业项目影响范围等。

脱贫攻坚任重而道远，南郑区生态扶贫在摸

索中不断调整，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林业精准扶贫

项目选择也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而进行调整改

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始终坚持围绕生

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南郑区精准扶贫现状和需

求，不断调整生态扶贫表现方式，才能持续推进当

地精准扶贫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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