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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林 改 改 出 了 啥
——来自“全国林改第一县”的调查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刘春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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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以前，全国大小林区均存在集体林产权不清、经营主体不

明等诸多问题，明显的体制机制障碍和产权安排缺陷严重阻碍了林业

和林区的发展。2002 年，福建武平县成为“全国林改第一县”，拉开了

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幕。20 年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林改改

得怎么样？绿水青山是不是变成了金山银山？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上，武平又将从何处着手，如何破题？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优化林业产权制

度安排，实现“还林权于民、还林利于民”，带动

山区走出经济风险、生态风险等多重风险叠加

的 困 境 ，给 林 区 、林 业 和 林 农 带 来 了 深 刻 变

化。林改明晰了山林权，改变了村干部对集体

资产收益的扭曲分配，化解了产权纠纷，密切

了干群关系；激发了林业活力，调动了林农的

积极性，从源头杜绝了乱砍滥伐和盗伐现象，

提升了森林防火防灾能力，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统一；增加了林农收入，提升了林

地产出效率，助力山区摆脱贫困。后续改革

中，要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创新，着力

引导林改继续破题。

只有让百姓得到实惠，大家才会真心拥

护 改 革 。 林 改 必 须 继 续 坚 持 正 确 的 改 革 导

向，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以林农增产增

收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改

革成败的标准。之前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尊

重群众首创精神，把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和公

共事务的热情激发出来。深化改革，应继续

提升群众参与改革和创新的勇气和干劲，挖

掘群众智慧，集思广益。

深 化 林 改 还 要 尊 重 市 场 规 律 、 生 态 规

律、林业发展规律，推动有利于激发林业生

产活力、森林可持续发展与林业适度规模经

营的配套改革。要稳中求进，“摸着石头过

河”，积极推进有利于资金、管理、技术和人

才等优质要素流向林业的配套制度创新，为

林业可持续经营不断注入新活力。深化和推

广“福林贷”“益林贷”“碳票贷”“林业碳汇

指数保险”等一系列新制度的探索和实践。

加快完善林权流转制度创新，完善推广“林

票 ” 制 ， 盘 活 林 业 资 产 ， 推 动 林 业 向 专 业

化、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转变。

要总结福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与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积累

的经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放大林改效

应。通过完善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碳交易机

制及提高生态补偿标准等手段，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途径多元化，切实打通把生态资源转

变为经济资源、生态产品转变为经济产品的

“最后一公里”。转变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大力

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下产品采集加工、森林

旅游等“不砍树，也致富”的林下经济模式，缩

短林业经营周期，降低林业经营风险，增加林

业附加值，提升林业生态价值实现率，实现兴

林富民与绿色发展的统一。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基
地特约研究员）

深 化 林 改 还 需 继 续 破 题
黄安胜 阮晓菁

2002 年 6 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

到福建龙岩市武平县调研，作出“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

山上”“林改的方向是对的，要脚踏实地向前推

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的重要指示，让武平成为

“全国林改第一县”，拉开了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大幕。20 年来，武平县紧紧抓住林改不放

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武平也在积极探索新时期深化林改的有效

路径。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武平县，深入解

码“全国林改第一县”多年来的探索与思考。

机制创新破解难题

走进武平县林业局一楼的林业产业服务中

心，记者看到，墙上悬挂的大屏幕上显示着武平

县林业金融区块链融资信息动态监测平台的最

新融资数据。“这个平台是我们管理部门的实时

监控平台，于去年 7 月推出，平台上线后林农通

过手机即可直接申请贷款，不仅能提供更便捷的

服务，也利于信息化管理，提高服务效率。”正在

操作电脑的业务人员吴禄仁向记者介绍着金融

区块链融资服务平台。这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林业融资服务平台，能有效连接林业经营主体、

金融机构、政府、征信机构，实现资源共享、信息

互通，为林业经营主体提供一站式电子化服务快

捷通道，可有效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目

前，该平台汇集了 15 家金融机构上链，提供了 48

种专属金融产品。

“以前办贷款很麻烦，需要很多材料。现在

有了区块链平台，仅需手机登录，找到自己需要

的信贷产品进行申请，银行收到资料以后就会与

你联系，非常方便。”林农钟卫清告诉记者，听说

可以在手机上申请贷款，他第一时间就申请了

20 万元用于发展林下经济。

武平金融区块链融资服务平台的建设是福

建在林改路上不断深化机制创新的小小缩影。

“20 年来，我们扎实推进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

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等综合改革，建立起

责、权、利相统一的集体林业经营新机制，让福建

林业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福建省林业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林旭东表示，福建省基本完成明晰产

权主体改革任务，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

心”；放宽人工商品林采伐限制，有效落实林木处

置权和收益权；积极创新林业投融资机制，为林

业发展注入资金资本活水。其中，重点生态区位

商品林赎买等 9 项改革做法被作为重要改革成

果推广到全国；三明市首创林票、碳票等做法，成

为全国林业综合改革典型；南平“生态银行”入选

中国改革年度十大案例。

位于武平县西北部的万安镇捷文村是全国

第一个开展林权改革的试点村。2001 年以前，武

平县与全国大小林区一样，存在集体林产权不

清、经营主体不明等诸多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2001 年 4 月起，武平县尝试新林权证换发工作；

2001 年 12 月 30 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

国第一本新林权证，“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广开来。

捷文村针对林业经营分散、林业投入不足等

问题，在全国率先开展林权抵押贷款、重点生态

区位商品林赎买、组建林业专业合作社、山林流

转等机制创新。“我们始终用心保护好绿水青山，

推行林长制、赎买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执行网

格化管理。林改 20 年来，这里没有发生一起森

林火灾。”捷文村党支部书记李财林告诉记者，如

今的捷文村生态环境优美、百姓生活富裕，森林

覆盖率由 78%提高至 84.2%。

改革永不止步，制度创新是关键。为解决

“单家独户怎么办”，武平创新林业规模经营机

制，提升林业发展质量，建立林权交易市场，开展

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为解决“钱从哪

里来”，创新林业金融机制，提升金融运营模式，

率先建立林权抵押贷款村级担保合作社和森林

人家合作社，完善林权流转服务平台；为解决“树

要怎么砍”，创新林木采伐机制，建立森林资源综

合数字化管理平台，加快推进“智慧林业”建设，

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为解决“林业产业化怎么

做”，创新林业产业发展机制，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旅游经济；为解决“林业

生态产品价值如何实现”，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打造武平特色品牌，在福建首创低

碳信息管理平台，签约福建首个普惠型林业碳汇

合作开发项目，将森林碳库转化为钱库⋯⋯

盘活资源做足山林文章

记者驱车前往永平镇岗背村挡风岭万亩合

作经营基地，沿途可见座座青山郁郁葱葱、排排

树木整齐耸立。林农刘新添的林子就在山上，他

告诉记者：“这个基地有 1 万多亩，涉及林农 236

户。我们以出租林地的形式入股，有收益时采取

‘三七’分成。这片林木去年底刚砍过一次，预计

今年会分红。”

要在以前，这是刘新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2008 年，一场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对挡风岭这片

森林造成毁灭性破坏，整座山成了“瘌痢山”。经

过多番考察，武平县不仅出台了造林、抚育的补

助政策，还鼓励专业合作社等各种新型林业经营

主体参与造林育林，引导林农通过林地入股模式

与各种经营主体合作。

“目前，挡风岭万亩合作经营基地有 2 个新型

林业经营主体，一个是众森林业专业合作社，与

186 户林农合作经营 8825 亩；另一个是落户在永

平镇的荣盛木业有限公司，与 50 户林农合作经营

3038亩，建立了企业原料林基地。”刘新添说。

原本零散、荒废的林地在集约化、规模化经

营下逐渐被盘活，“瘌痢山”变成了连绵青山和林

农手中的“金山”。“林农出地，我们出钱和技术造

林，他们坐在家里就可以有收入。”荣盛木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吴启荣说。

“单家独户经营难，联合起来就不难”，挡风

岭万亩合作经营基地的成功建成，解决了分山到

户后林地小而散、一家一户无法实现规模经营与

林农“有山无钱造”“有山无力造”“有钱无山造”

等问题。

“这些年，我们大力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工程，增加森林蓄积量，全县累计造林 80 多万

亩 ，超 过 林 改 前 25 年 的 总 和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9.7%；率先探索实施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

让待砍伐的商品林变身为‘绿色不动产’，累计完

成赎买 4.4 万亩，实现‘生态得绿、林农得益’。”武

平县副县长钟发贵表示。

2021 年，武平县还出台了《武平县大力发展

民营林场的实施意见》，集中政策资金奖励引导

社会资本进入林业生产经营领域。目前，全县累

计发放物权证 2.23 万本，发证面积达 309.5 万亩，

发证率达 95.3%。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让武平的绿水青山

变成了金山银山，让林农逐步实现了不砍树也能

致富，林业经营方式也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搞活林下经济带动增收

如何让广大林农从林改中受益是近年来武

平县探索的动力——不仅要让资源变资产，更要

唤醒沉睡的资产。

在捷文村游客中心对面，一座座黑色帐篷整

齐排列，里面是一盆盆红艳艳的富贵籽盆栽与长

势良好的富贵籽苗木；不远处的山里，大小不一

的灵芝在草丛中生长⋯⋯“我们村发展了紫灵

芝、富贵籽、百香果等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 个。

其中，紫灵芝是主导产业，种植面积达 5000 余

亩，效益很好。”李财林说，村里的困难户谢春荣

就是通过发展林下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仅紫灵

芝种植收入每年就有七八万元。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是武平县盘活森林资源、

带动林农增收致富、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的一项重

要举措。“我们以建设‘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为抓手，大力发展以紫灵芝为主的林下经济产

业，打造‘中国紫灵芝之乡’。”武平县林业局局长

钟达昌表示。2013 年 9 月，武平被确定为首批

“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积极推广“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鼓励和

引导农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出台专项政策重点

扶持紫灵芝、养蜂等产业发展，形成了林药、林菌

等 11 种林下经济模式。

在武平县永平镇梁山村，“80 后”返乡青年

梁汉民在当地最高山梁野山西侧上茶亭，成立了

龙岩上茶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办起了生态养殖

扶贫基地，在林下种植紫灵芝、养蜂、养鸡鸭，建

起养殖池养殖棘胸蛙。“我们以棘胸蛙养殖和销

售为主业，还发展棘胸蛙食材原料黄粉虫、南瓜

等特色种植业以及林下灵芝种植。”说起基地的

情况，梁汉民侃侃而谈，目前一年下来他有两三

百万元的收入，还能带动村民就业。

在林下经济发展风生水起的同时，武平正

在思考如何推动林下经济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

发展。近年来，当地充分利用林区资源，大力

发展花卉苗木、竹产业、林下经济、中草药、

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重点发展紫灵芝、

富贵籽、棘胸蛙、象洞鸡等绿色生态产品；推

进紫灵芝种加销全产业链发展，打造全国最大

的林下紫灵芝生产基地；积极开展林业招商引

资，利用高新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林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以紫灵芝为例，武平生态环境优良、阔叶林

资源丰富，气候湿润，自古以来就有野生紫灵芝，

但数量极少、价格高。为做大做强紫灵芝产业，

2019 年以来，武平制定出台紫灵芝产业发展扶持

政策，对林下规模种植紫灵芝给予每亩 500 元的

资金补助，每年扶持面积 5000 亩以上，累计下拨

扶持资金近千万元；还紧紧抓住县里 3 家企业列

入福建紫灵芝食药物质管理试点的机遇，开发灵

芝切片、灵芝粉、灵芝茶等系列产品，提高产品附

加值，促进林农增收。

截至目前，武平累计培育林业新型经营主体

142 家，建成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253 个，参与发展

林下经济的林农约 3.3 万户；林下经济经营面积

达到 156 万亩，2021 年实现产值 40.2 亿元，带动

3 万林农增收致富。

改出好生态实现双赢

近年来，武平把目光转向如何平衡林业生态

效益与社会效益，探索“绿富双赢”发展道路，把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武平坚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家园，让绿水青山永

远成为武平最大的优势；立足山水交融的自然风

貌，坚持“一木一花一草皆为景”的精细化理念，

优化拓展生态空间，立体推进公园、广场、庭院、

一河两岸等绿化；坚持因村制宜、依山傍水，以环

梁野山“五朵金花”村庄为试点，积极探索“串点

连线成片”“+旅游”的美丽乡村建设路径。

“林改，改出了武平的好生态。”武平县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舒健说，好山好水好风景，坚

定了武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

推动“生态立县、旅游富民”县域经济发展战略，

把全域旅游作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

要通道。

如今，武平依托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森林旅

游、乡村旅游，建成了梁野山景区、狮岩景区、千

鹭湖景区 3 个 4A 级景区，文博园、平桥翠柳、刘

亚楼将军故居 3 个 3A 级景区，18 个省级旅游特

色村，形成了“天然氧吧·生态之旅”“不忘初心·

红色之旅”“千年古县·客家之旅”“醉美骑行·运

动之旅”“悠然乐氧·乡村之旅”5 条旅游精品线

路。2019 年 9 月，武平获评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也成为福建省首个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

2021 年，武平实现森林旅游收入 12.7 亿元。

“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和乡村旅游，我们实现

了‘不砍树，也致富’。2021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3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860 元，分别比

林改前增长了 50 倍和 18 倍。”李财林说。

◁◁ 图为捷文村图为捷文村

万兴园富贵籽种植示万兴园富贵籽种植示

范基地内范基地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薛志伟薛志伟摄摄

位于武平县梁野山景区的仙女湖风景优美位于武平县梁野山景区的仙女湖风景优美。。（（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武 平 黄 金 百 香 果 喜武 平 黄 金 百 香 果 喜

获丰收获丰收。。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武 平 中 山 河 国 家 湿武 平 中 山 河 国 家 湿

地公园地公园··千鹭湖景色怡人千鹭湖景色怡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