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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老年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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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改革重在树定根、人定心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保障所有权，要

坚持生态优先、统筹保护与发展，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在

林业资源生态化、价值化、产业化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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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是广大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

也是提升碳汇能力的重要载体，对于维护

生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乡村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中办国办正式发布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简称《方

案》），明确了集体林权改革下一步目标，

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改革成果，助力

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端于本世纪初

的福建，此后陆续在江西、重庆等地开展

探索。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相关改革取得

了显著成效，有效激发了集体林权的经营

活力，特别是在集体林地的使用权和所有

权、经营权和处置权，以及农户收益权分

配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大突

破 ，形 成 了 众 多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经 验

做法。

一组数据颇有说服力。我国已确权

集体林地面积达 27.05 亿亩，占全国林地

总面积的 63.5%。全国集体林有林地面

积较林改前增加了近 4 亿亩，森林蓄积量

由 46 亿立方米增加到 84.6 亿立方米，净

增 38.6 亿立方米。据统计，我国集体林涉

及 1 亿多农户，近 5 亿农村人口，集体林业

年均吸纳就业人数约 3400 万人。林改不

仅带来了森林资源的持续增长，也促进了

林区发展条件的大幅改善。

从整体看，集体林权改革虽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但距离改革目标还有差距，林

地资源碎片化、集体林综合效益不高等问

题依然存在，森林作为水库、钱库、粮库、

碳库的“四库”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为此，《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基本

形成权属清晰、责权利统一、保护严格、流

转有序、监管有效的集体林权制度。在此

基础上，通过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发展

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森林经营更加科

学高效、支持保护制度更加完善、林权价

值增值途径更加多样；努力实现生态美、

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稳定承包

权、放活经营权、保障所有权。要坚持改

革方向不动摇，确保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

原则，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

续保持稳定。与此同时，林地经营权可以

依法再流转或者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

保。在林地经营权合同终止时，要保障林

地经营权人的林木财产权益，鼓励林地受

让方以公允价格受让林木所有权，维持林

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坚持生

态优先、统筹保护与发展。把生态保护

放在首位，是林权改革的前提。过去，

林 木 采 伐 是 被 严 格 限 制 的 。 此 次 《方

案》 在森林经营特别是森林资源利用方

面作出较大突破，强调从保障农民合法

权益出发，依法依规科学划定公益林和

天然林范围，合理优化公益林中集体林

的比例，适当考虑将森林生态区位不重

要或者生态状况不脆弱的集体林地依法

调出公益林范围。这些改革举措将有助

于提高森林质量，增加生态产品供给，

提升森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充分尊

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集体林权

改革，农民是主体。要尊重群众的首创

精神，分区分类施策，不搞一刀切、一

言堂，确保改革方向不偏步伐不乱，真

正让“树定根”“人定心”。要坚定不移

践 行“ 两 山 ”

理念，盘活优

化 集 体 林 地

资 源 ，把“ 闲

资 源 ”变 成

“活资产”，在

林 业 资 源 生

态 化 、价 值

化、产业化中

实 现 高 质 量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浙江省考察时强调，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央财办等

部门前不久也印发通知，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推

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全面实施多年来，浙江省内区域差距、城乡

差距、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村面貌实现从“脏

乱差”到“强富美”的沧桑巨变，万千美丽乡村得

以造就，成为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的成功典范。

当前，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是，在“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带动下，浙江农村的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有效改善，乡村实现了由表及里

的全面提升。可以说，和美乡村既展现了新发

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也是检验“千万

工程”成效的最直观标尺。因此，眼下在推广

“千万工程”时，要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

为一个重要内容加以推进。

和美乡村并不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它既要实

现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也要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必须采取“软件硬件同步推进”的方略。

在硬件上，要重点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

升级。一个道路不通、水网不全、物流不畅的村

庄，很难让人将其与和美乡村联系起来。对此，

要结合各地实际，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

圾治理、黑臭水体整治、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

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特别是要补齐农

村交通、电力、通信、水源、供水、灌溉设施、防汛

抗旱及供水保障、物流骨干网络等基础设施短

板，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的有效治理，

逐步推进物流、教育、文化、医疗、养老、体育等

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可及。在此基础上，以“四好

农村路”建设为抓手，加强旅游路、资源路、产业

路建设，完善“交通+旅游”融合路段的沿线服

务设施，发展“路衍经济”。在有条件的地方，还

应做优乡村物流网络，形成覆盖城乡、联通国内外的冷链物流网络。要做

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带动更

多乡亲共同致富。

在软件上，要着力培育和巩固乡村文明新风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

载物、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并成为价值追求。

实践证明，但凡讲求人和心善、和睦安宁、融合发展的乡村，大多是乡

风淳朴、秩序安然的美丽乡村。这就意味着，和美乡村建设在注重硬件

建设的同时，要着力形成乡村文明风尚，引导村民培育并传承家和万事

兴的伦理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尊老爱幼的家风家训、团结互助的乡

风民风，不断提升村民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要深入挖掘乡村的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契合时代需求的文化

产业大放异彩。

还应努力推动各类资源下沉，着力加强医疗教育等薄弱环节。早前，

网络化管理的成功实践已提供样板，接下来可立足现有网络，借助精细化

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把积分制、清单制等行之有效的抓手

统筹起来，充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做到在农业生产方面顺应山水、和于

四时，在乡村生活中人心和善、以和为贵。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洗澡有淋浴凳支撑，日常起居有辅

具助力，在家门口的老年食堂能吃上

可口饭菜⋯⋯近来，多地以适老化改造

为抓手，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打造老年

宜居环境，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实施居家适老化改

造，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健康

老龄化发展、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

新期待的重要保障。当前，多地在适

老化改造上取得进展，老年友好型社

会建设迈出积极步伐。今后，还要继

续推进更多地区家居适老化改造，让

老年人生活更方便；要确保社区老年

食堂的普惠性、公益性、服务性，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要鼓励常

用 APP推出对老年人更加友好的“长辈

模式”，方便“银发族”上网“冲浪”。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