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走进地处渭北黄土高原的
陕西省洛川县，到处是果坠枝头的丰收景
象，连天接地的果园深处，不时飘出当地
果农欢快爽朗的笑声。洛川县委书记彭
安季说，“如今，洛川塬的 50 万亩苹果林
不仅是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同时也
成为黄土高原宝贵的‘绿肺’”。

在洛川旧县镇洛阳村的彩虹示范园，
记者见到了 71 岁的果农陈长健，他家的
苹果粉里透红。他告诉记者：“我的 5 亩
果园栽了120多棵树，按照最低4元/斤的
价格，今年这块园子至少能卖14万元。”

除了这块 5 亩果园，老陈还有 2 亩老
苹果园，里面种着嘎啦、早熟富士等品
种。今年受冰雹影响，价格虽赶不上新园
子，但也卖了 4 万多元，两块园子加起来，
老陈今年至少有18万元的收入。

山清水秀，果丰林绿。地处陕西省延
安市南部的洛川县，是国内外专家公认的
世界苹果优生区核心地带，有 70 年栽植
苹果的历史，有“中国苹果之乡”的美誉。
全县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 50 万亩，人均
3.1 亩 ，2015 年 全 县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12987 元，其中 90%来自苹果或相关产
业。洛川也先后被确定为国家优势农产
品（苹果）产业化建设示范县、国家优质无
公害苹果出口基地县、国家优质苹果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县。

多年来，洛川县紧紧抓住退耕还林还
草、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
机遇，按照“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工作思
路，充分发挥苹果主导产业在县域经济林

木规划中的“龙头”引领作用，大力实施以
苹果为主的经济林建设。进入“十二五”
以来，洛川县发展现代苹果产业的思路更

加明晰，措施更加精准。经过 6 年多的艰
苦努力，如今洛川苹果的品牌知名度、市
场占有率、产业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的质量

效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相关数据显示，洛川苹果以“果形端

庄、色泽艳丽、果面光洁、风味浓郁、营养
丰富、极耐贮运、安全保健”的品质特征，
荣获国家及省部级大奖 170 多项，在首届
中国农产品品牌建设推进会上被评为“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2015 年
品牌评估价值达到 55.73 亿元，位居全国
苹果类第一、水果类第二。

除苹果外，洛川县还见缝插针地利用
塬坡、川道地形，因地制宜种植长柄扁桃
等其他经济林木，全县次生林面积达到60
万亩。大规模的连片经济林木，极大地改
善了黄土塬区干旱的浮尘环境。一项调
查显示，目前该县浮尘明显由退耕还林前
的8.6天降至退耕还林后的3.6天，有效地
减少了本地沙尘天气的出现，极大改善了
当地气候环境，调节了当地气温、降水、空
气湿度，降低了冰雹等气象灾害的发生。

以苹果为主的经济林建设，还带动了
过夜加工、物流运输、宾馆酒店、电子商务
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洛川依靠这一
棵棵“摇钱树”走出了一条“果业强、果农
富、果乡美”的幸福康庄大道。

初秋时节，暑气未退，“万亩竹海游”
成为浙江省磐安县百姓节假日休闲的好
选择。步入万亩竹海，林中小路曲径通
幽，身旁竹林摇曳生姿，置身其中能感受
到大自然最幽静的气息。

磐安享有“浙中盆景，天然氧吧”的美
誉，森林覆盖率达到 80.14%，空气、水质
均达国家一级和I类标准。据浙江省林科
院监测，磐安旅游区森林环境空气负氧离
子含量平均值为1.8万个/立方厘米。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
家生态县，磐安有着良好的生态基础。经
过多年培育，生态游在磐安成为一种风
尚。2015 年，磐安共接待游客 791.45 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9.35亿元。

2015 年，磐安县被列为首批浙江省
“森林休闲养生建设试点县”。以休闲养
生旅游为“一号产业”，磐安每年安排
5000 万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大力开发
自然观光、休闲度假、探险科考等森林旅
游产品，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
玩雪”的特色森林旅游。

在磐安，以森林资源为发展基础的林
业经济，正不断谋求多元发展，迸发出前
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昔日的穷山头如今成为磐安森林旅
游的“金名片”。磐安县已建成百杖潭、十
八涡、舞龙峡等 10 多个森林景区，青梅尖
森林休闲区、东川千年香榧古树群等 10
大森林休闲观光地。

磐安县已建立养老机构 13 家，居家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98 家。投资 1000 万
元的东岩山庄背倚青山、三面环水，环境
优、服务好，吸引了众多“候鸟式”养老的
城里人，年收入50余万元。

近年来，磐安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生
态循环农业，相继建立了一批中药材、食

用菌、茶叶、高山蔬菜等绿色农业园区。
其中中药材种植面积 8 万亩，年产值 5 亿
元，是闻名全国的药材生产区。

此外，磐安鼓励农民利用闲置农房发

展农家乐，先后培育以森林为特色的农家
乐特色村（点）56 个、森林人家 370 余家，
年接待游客 100 余万人次，营业收入达
4000余万元，林农实现了家门口增收致富。

目前，磐安县已创建全国生态乡镇19
个，省市森林村庄70个，230多个村的2.5
万农户享受林业带来的生态红利，户均增
收2400元。

“吞”进速生杨木，“吐”出
优化集成材，其性能堪比红木、
檀木等天然名贵木材。近日，
记者在位于河北省魏县的河北
爱美森木材加工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里目睹了这神奇的一幕。
爱美森是魏县大力发展林木深
加工产业的缩影。

魏县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东
部平原，人口多，底子薄，2005
年财政收入仅有 4800 万元。
如今，魏县变美了，也变富了，
荣誉等身：全国绿化模范县、国
家级水利风景区、中国最佳绿
色生态城市⋯⋯

“林业是‘富美魏县’建设
的重点产业，承担着维护生态
平衡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使
命。”县委书记卢健说。

“关住窗关住门，一年吃沙
一大盆”曾是卫河、漳河故道的
真实写照。如今，这里“出门见
绿、出村见林”，形成了“十里长
渠林成线、百里大路林成荫、千
亩沙区林成片、万亩农田林成
网”的林业新格局。全县林木
覆盖率由4.4%上升到25.35%，
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35%，城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8.31%，现
有农田林网控制面积60万亩，
林地面积32万亩。

“将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与保障民生紧密结合起
来，才能激发长久的活力，发展林木产业就是开通了

‘绿色银行’。既要发展绿色的GDP,又要让人民群众
共享发展成果。”魏县县委副书记樊中青说。

近年来，魏县把发展林木业作为富民强县的突破
口，将丰富的林木资源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引
进了林木优化深加工、木制品高端加工等特色产业。

2009年，总投资2.5亿元的爱美森落户该县，由中
国优化材（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独资投建。目前，已累
计投资4.14亿元，销售收入20.21亿元，纳税1.3亿元，
成为河北省重点龙头企业。

为扶持壮大产业发展，魏县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深
化林权改革，全县96.5%的集体林地产权得到明确，极
大地激发了林农的积极性；开辟项目建设绿色通道，提
供“保姆式”服务；实行原料供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
化经营，“龙头+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已成型。

“种杨树 10 年来，已收入近 400 万元。”车往镇前
仓口村村民杨海峰指着承包地上的林场说：“剩下的速
生杨树，少说也能卖 100 万元。”杨海峰是全县 6 万多
户受惠于林业的农民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魏县
各类木材加工企业达 40 家、摊点 90 多个，就业人员
6000多人，林木加工年产值6.5亿元。

魏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他们计划建设农林业环
保高新技术配套链产业园项目，利用农作物秸秆、林木
资源等生产人造板、密度板等多种板材，并吸引下游厂
家聚集，形成制胶、制板、家具、五金配件及产品批发销
售、展示、配送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在甘肃民勤，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农闲时
节成为治沙工人。

“让人、水、沙、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最大
限度进入生态治理领域，农民成了防沙治沙
的主力。”作为民勤县东湖镇正新村的老支
书，雷立业带领大伙儿探索出了治沙的“正
新模式”：政府发放生态专项补助，每年人均
划给3亩沙地治理，造林成活率达到80%以
上给予治沙补助。

除“正新模式”外，每年的治沙时节，民
勤县有大大小小数十支专业治沙队活跃在
风沙线上。“我们从政府承包治沙工程，再招
聘当地农民植树造林”，张盈国说，一般都是
3 月份植树、次年 8 月份政府来验收。验收
合格后，治沙公司才能拿到工程款。“工人工
资由我们提前垫付，每位工人一天能有120
元左右的收入”。

民勤县处于石羊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
面环沙，沙漠和荒漠化面积占 89.8%，绿洲
风沙线达 408 公里，属全国防沙治沙重点
县。近年来，民勤县创新实践生态建设的政
策措施、技术模式和管理机制，大规模开展
治沙造林行动。

民勤确定了“外围封育、边缘治理、内部
发展”的林业生态建设体系，将防沙治沙的
重点放在绿洲风沙沿线，对外围荒漠区实行
封禁保护，封沙育林；沿边流沙区则实施工
程治沙，连片营造防风阻沙林带；绿洲边缘

严重沙化区建设基干防护林带，内部配套农
田林网，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林和林下经济，
形成了结构合理、生态稳定、经济高效的绿
洲生态防护屏障和林业产业体系。

同时，民勤县制定了《压沙工程管理办
法》《民勤县沙漠承包治理管理办法》，组建
治沙协会和突击队等专业压沙造林队伍，规
范工程运作管理程序，完成沙区及治沙生态
林承包经营40万亩，积极探索集压沙修路、
造林绿化、工业治沙、生态农业、扶贫开发

“五位一体”的沙产业发展模式。
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

229.86 万亩以上，完成工程压沙 51.3 万亩
以上，封育天然沙生植被 325 万亩以上，封
育成林 78 万亩，在 408 公里的风沙线上建
成长达300多公里的防护林带，森林覆盖率
由 2009 年 的 11.21% 提 高 到 2015 年 的
17.7%。“民勤风大沙多的现状短期内不会
彻底改变，荒漠化治理仍然任重道远，生态
建设绝不能放松。”民勤县委书记费生云说。

2016年初，包括光明食品集团云南石斛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云南楚雄东宝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等云南省10家森林食品企业的12个产品通过中国森
林食品认证，其中包括石斛、咖啡、澳洲坚果、核桃、茶
叶等产品。

云南省林业产业协会办公室主任李琼芬告诉记
者，“森林食品是以森林环境下野生或人工培育（含养
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为原料，不经加工，或经过加
工的各类食品。从去年国家实施森林食品认证以来，
云南省共有20家企业获得认证，是全国获得森林食品
认证最多的省份”。

中国林业生态促进委员会认证办公室主任张秋岭
说，国家林业局对于森林食品的认证，规定了严格的条
件。云南由于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独特优势，野生菌、坚
果、中药材等资源丰富，森工企业转型较早，发展森林
食品基础较好。

地处滇中的楚雄州，境内寒、温、热几种气候类型
俱全。这里既是中国Ⅰ类核桃生产区，也是云南省乃
至全国野生食用菌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全州农业
人口人均拥有林业用地 17 亩。楚雄州林业局党委办
公室主任杨发民说，“到2015年底，全州已发展特色经
济林 750 万亩。依托丰富的森林食品资源，全州已建
成森林食品加工企业74户”。

随着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深入推进，
普洱市林下经济快速发展，石斛种植掀起高潮。目前
全市石斛种植面积突破 3 万亩，仿野生种植石斛面积
占到 77.05%，全市共有石斛开发种植公司 61 户，专业
合作社25个。

浙江磐安以森林旅游带动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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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磐安县森林覆盖率达到80.14%，空气、水质均达国家一级和I类标准。图为磐安竹海。 （资料图片）

陕西洛川旧县镇洛阳村的彩虹示范园里的苹果树结出了累累果实。 雷智学摄

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29.86万亩以上，封育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
以上，封育成林78万亩。图为甘肃民勤县老虎口的梭梭林。 （资料图片）

图为生长良好的石斛林。 （资料图片）

神州处处播新绿 宜景宜业富民生
编者按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

展的重要生态保障，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也有着重要作
用。在湿润地带，森林是美景胜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干旱地区，森林
是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和乡镇，森林
更是涵养水土、净化环境的生态系统。尤其是经济林木，在提高地区绿

化率的同时还能提供丰富的食品、药材等，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十三五”时期，大力发展林业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地及各级林业部门按照中央的战略
部署和要求，因地制宜地加快林业改革发展、维护森林生态安全，增绿
增质增效，为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