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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县天保工程成就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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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业发展对于各个区域的长远发展都是极为重要，宜君县相关工作人员深切体会到林业维护工程的重要

价值，并依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设计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天保工程，当地的森林资源得到了保护和合理应用，并促成了

公益林的建设与发展，完善调整了林分结构，维护了生态环境的和平稳定。当地居民也会自主自觉维护林业发展，真

正实现了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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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宜君县位于渭北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相邻的

过渡地区，隶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子午岭山系乔山

余脉，山、川、梁、峁并存。全县总面积为1531平方公
里，辖6镇3乡、178个行政村，627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9.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35万人，平均海拔1395米，年
均降水量709.3mm，年平均气温8.9℃，林业用地面积
146.76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64.9%，属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国家生态建设重点县之一，是黄河中游

水土流失重点地区之一，也是天保工程实施项目区，生

态地位十分重要。

自1998年实施天保工程以来，宜君县紧紧抓住国家
实施林业重点工程的战略机遇，围绕“生态宜君、富裕

宜君、和谐宜君”的奋斗目标，始终把天保工程作为改

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基础工程，坚持从强化管理和提高质

量上狠下功夫，严格按照“严管林、慎用钱、质为先”

的建设方针和“造、封、禁、育、管、护”的工作思

路，立足森林资源管护、生态公益林建设、森林抚育，

形成林区良好的生态环境[1] ，已初步形成了适合宜君特

点的天然林资源保护模式，顺利推进了工程建设，天保

工程建设的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发挥了明显的生态、社会

和经济效益，为县域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

实森林生态屏障。

1��工程实施的主要情况

1.1  工程建设内容
1998年国家天保工程启动后，我县全面停止了天然

林及人工林商品性采伐，国有林场从以采伐木材为主转

向了以营林、护林为主的生态建设。全县停伐后落实专

职、兼职护林人员175人，使全县的146.7万亩森林资源
得到有效保护[2]。2000-2017年度已建成天保工程公益林

66.15万亩，包括16.1万亩人工造林、18.35万亩封山育
林、31.7万亩飞播造林，新建天保工程苗圃150亩，扩建
天保工程苗圃150亩，建成县级种苗检验室，建成油松、
刺槐采种基地4.5万亩，新建、改建了望台各3座，林区
基础设施有所加强。天保工程二期以来完成森林抚育7万
亩。5个天保工程实施单位2017年末在册职工251人，其
中：离退休人员82人，在岗167人、保留劳动关系2人。
全年共上岗167人（按岗位分为：森林管护79人，公益
林建设33人 , 森林抚育8人，其他岗位47人，占在岗职工
167人的100%。各个林场都为入职员工缴纳了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和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职工社会保障建立

了电子档案。

1.2  资金投入与管理情况
1.2.1  1998-2018年度全县天保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17360.8万元，其中：一期7267.8万元，二期10093万元；其
中：中央投资16373.3万元（基本建设投资6676.64万元，财
政专项投资9696.66万元），地方配套987.5万元[3]。

1.2.2  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中，我县严格按照财政部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国家林业局《林业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资金会计核算办法》有关文件规定，实现了

项目建设资金专户专存、专款专用、专帐核算、封闭运

行，严格按照投资计划及用途使用资金，严格执行招投

标制，各建设单位都做到了帐务公开，增加了资金使用

透明度，对建设资金精打细算，坚持“慎用钱”的原

则，无挤占、挪用、串用资金和虚列支出、扩大开支范

围等问题发生，更无转移转存资金，帐外设帐和私设小

金库等现象发生。

1.2.3  天保一期我县4个国有林场免除的债务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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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万元。
1.3  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创新情况
一是基本完成了国有林场的改革，将全部林场都改

造为公益一类全额事业单位，并完成了集体林权制度的

改革。自1998年实施天保工程后，5家国有林场已全部依
靠采伐木材取缔天然林采伐和人工林商品性采伐，来获

取收入维持生产发展，这使得国有林场直接收入下降80%
以上，职工工资没有保障，人心涣散，林场发展走入低

谷，林场面临着生存与发展，机遇与挑战的严峻考验。

为此，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把生态立县

作为第一要务，立足林业重点工程，认准国有林场是工

程实施的主力军。

二是天保工程管理制度健全

从天保工程组织结构、森林管护、公益林建设、档

案管理、资金管理、用人制度入手，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岗位效益工资制、末位淘汰

制等，充分调动广大职工讲贡献、比效益的积极性。林

场场容场貌焕然一新，职工收入显著提高，国有林场已

成为宜君生态建设的一面旗帜[4]。

2��我县天保工程建设的主要成就

2.1  森林资源消耗得到有效控制和休养生息，森林管
护责任全面落实。工程实施以来，我县认真贯彻执行森

林资源限额采伐的规定，强化森林资源限额采伐管理工

作，森林蓄积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

保护。近多年来，动植物种类明显较多，林区内鹿、野

猪、狗獾、白鹳野生动物数量剧增。森林管理责任制逐

步落实，全县共有175名林业管理人员，签定了175份管
护合同，建立了护林站点26个、护林宣传标志牌462个，
落实森林管护面积146.7万亩。

2.2  生态公益林建设成效明显，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2000年至2017年末，本县共完成了65.75万亩生态
公益林建设，包括：人工造林16.4万亩、飞播造林30.7万
亩、封山育林18.65万亩，扩建100亩以上中心苗圃1个，
建成采种基地4.5万亩。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基础防治
设施建设和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项目区累

计完成国家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资金6676.64万元，初步
实现了林业建设由单纯的林业生产转向生态建设。

2.3  林分结构得到有效调整
公益林建设使我县有林地面积得以扩大，林分质量

得以提高，林分结构得以改善，生态效益显著。一是通

过建造公益林，增加县域范围内的人工林面积，并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县域内森林覆盖率的增长。二是通过实施

森林抚育，及时抚育幼壮林，通过科技手段，推进林分

结构的调整，改善林分质量。三是通过封山育林，有效

保护易遭受破坏的林分。四是种苗建设增加了育苗基础

设施，改善育苗条件，为今后营林发展打下了基础。��

2.4  整体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
保护

通过实施天保工程，全县林地面积持续增加，林地

质量在稳步提升，整体群落结构日趋合理，林地生态功

能显著加强，水土流失的强度也在逐年降低。加大依

法治林力度，有效地保护了森林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

性，提高了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并且野生动物的数量也

在大幅度增长，完备的生态体系初步建立，生态环境明

显改观。

2.5  国有林场得以休养生息，林业产业发展不断向前
推进

我县的天保工程主要是以国有林场为主要实施对

象，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林业产业发展迅速，带动了

林场经济的发展，林业旅游、经济林、林木种苗、食用

菌以及药材等产业都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2017
年，全县林业总产值已达3.5亿元，林业产业体系已经初
具规模，产业发展也不断向前推进。

2.6  职工生活和林区社会和谐稳定
实施天保工程以来,解决了富余职工安置问题，使全

县职工有活干，收入得到增加，提高了生活水平，1998
年至2017年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最初的340元到提升到
4018元。工程实施以来，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幅度为
7.9%，保持了林区社会的稳定，加快了林区和谐社会的
建设步伐。现已完成2011年至2017年的集体公益林生态
效益补偿兑付工作，全县共涉及3488户（其中国家公益
林1157户，地方公益林2331户），兑付1431.98万元。其
中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共兑付金额511.99万元，地
方级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共兑付金额919.99万元，为
林农增收、脱贫攻坚做出了贡献。林业重点工程的全面

推进、落实，对全县种苗生产、农村就业起到了积极作

用，每年需要的各种苗木总数在1500万棵左右，种子在8
万多斤左右，群众育苗、采种的热情相对高涨，每年育

苗达1000亩，专业造林团队成员已达200余人，对周边地
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就业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3��主要经验

3.1  强化领导，夯实责任是保障
为了保证天保工程顺利开展，本县在第一时间成立

了专门的工程建设管理小组，以县长为管理小组组长，

副县长任副组长，各个职能部门也均以组员的身份参与

其中，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行政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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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领导的责任。并成立了专门管理天保工程的县天保

中心，具体负责天保工程管理工作。对重大责任事故依

据《国家造林质量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有关规定，依

法严肃处理，为全面提高建设质量提供了保障。

3.2  规范工程管理，以质量为本是关键
在建设过程中，我县始终把质量作为工程项目的生

命线，一是以基本建设流程为指导，严谨编制工程建设

实施方案，注重工程管理细节，严格工程工序质量控

制和工程造价控制，加强资金管理，严把设计关、种苗

关、栽植关和检查验收关。二是强化技术培训。开工前

对参与作业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和造林专业工队，进

行造林技术规程、质量标准、作业设计及检查验收办法

等有关技术标准培训，推行持证上岗制度，提高管理人

员标准化意识和业务水平。三是规范作业。技术人员应

全程参与具体作业，领导人员要定期巡查，同时监理人

员也要不定期进行抽查，严格把控主要造林材料以及相

应作业环节的质量水平，保证苗木、整地以及栽植作业

的质量满足实际造林需要。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直到

合格，以保建设质量达到要求[5]。四是严把种苗质量。以

重点工程种苗生产供应管理办法为依据，设置相应苗木

标准，强化苗木检疫检验和市场管理，严禁等外苗、人

情苗上山，具体用苗品质较高，合格率达98%，且全部具
备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以及《苗木标签》。五是

强化科技投入。应加大对各种抗旱造林技术的应用及推

广力度，如截干、伤口愈合剂、大穴壮苗、地膜覆盖以

及保水剂等，针叶树全部用容器苗造林，增加了科技含

量，平均造林成活率（保存率）达到了95%以上。六是严
格检查验收。在检查验收工作中，坚持“谁检查、谁验

收、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层层把关，强化监督，

切实提高了工程质量。七是聘请了工程监理员，对工程

的各个环节及资金的拨付使用进行全方位的检查、监督

和管理，规划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工程管理机制，构建了

相应的建设平台，以推动天保工程的顺利开展、落实。

3.3  造管并重，落实管护责任是核心
天保工程实施后，为全面落实森林管护任务，我县

健全组织体系，成立了天保工程领导小组，健全了网络

化的护林组织，实行了“双线目标管理责任制”，使天

然林保护工作落到了实处。在公益林建设中，切实转变

资源保护观念，深刻理解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丰

富内涵，认真贯彻“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

永续利用”的林业建设方针，把落实管护责任作为巩固

造林成效的核心来抓。

3.4  档案资料收集齐全，强化信息和档案管理是基础。

天保工程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工作是工程建设的重

要内容，我县严格按照《陕西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档

案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专人专柜的要求，落实兼职

人员10名，做到信息报告及时、准确，落实总面积为19
平方米的档案室5个，购买配备联想电脑7台、打印机7
台、电脑硬盘7个、档案U盘10个和档案专柜40个。对天
保工程档案进行了规范化建设，对工程规划、设计、施

工、检查、验收和后期管理等全过程进行收集整理，按

编号进行归档。目前已建立工程建设档案132卷盒，技术
与管理档案15盒、财务档案盒110盒、电子相片和电子档
案132GB，做到了工程建设与档案管理工作的同步进行，
档案管理工作初步步入电子化、信息化轨道。天保二期

以来，我县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启动了天保工程信息化

建设，人员社保已全面上线，森林管护、公益林建设、

森林抚育正在完善信息系统建设。

4��主要措施

4.1  领导重视，工程管理运行良好。天保工程建设推
行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宜君县建立了相应的天保工程领

导小组，县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县长担任副组长，各部

门的负责人也都以组员的身份参与其中，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并落实办公室专职人员。2004年成立了专门负
责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的县天保中心，专人主抓。

在全县范围内建立起了一种高效的管理格局，即：主管

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林业部门主动抓，各部

门积极参与配合。

4.2  严格制度，规范工程运行。先后制定了工程管
理公益林建设、森林抚育、飞播造林、国有林森林管

护、集体林森林管护、集体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档案

管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用制度来管事管人，

使工程运转良好。例如:森林管护方面，宜君县政府先后
制定颁布了“封山禁牧令”、《封山育林管理办法》，

坚持“造、管、封、禁、护”五轮驱动，加大森林资源

保护、培育力度，加强宣传与巡查，推行管护承包，开

展专项治理，健全林业生态管理机制，确保林区平安稳

定。一是实行管护承包制。县林业局局长与4个国有林
场、蒲白矿务局雷塬林场场长、4个集体林管护站的负
责人签订了管护合同，各林场和管护站的负责人与85名
专职护林员和90名半脱产护林员也签订了管护合同，落
实了管护范围和报酬。二是建立责任区巡护制度，保证

森林资源安全。各国有林场护林员和乡村护林员划片包

干，广泛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形成了全社

会抓护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的良好氛围。三是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网络化。建立和完善全县森林病虫害测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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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建成国家级中心测报点和国家森防标准站，配备了

人员和设备，并与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中心

联网。全县有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森林覆盖率分别

由工程实施前的44.94万亩、122.7万立方米、38.5%上升
到75.15万亩、227.82万立方米、51.6%，百分率分别上升
了67.2%、85.7%、34%，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4.3  健全组织体系，全面落实管护任务
建立了健全了县乡（林场）村（管护站）三级管护

网络化，明确护林组织，划定了管护区，实行了“双线

目标管理责任制”，并通过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了

管护区域、管护面积、管护内容、管护质量标准以及责

任、权利、义务、待遇等，把责任、权利分配落实到人

头和地块。

4.4  强化科技支撑，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规划设计坚持集中治理、连片

造林的思路。推广应用容器苗、覆膜、截杆等抗旱造林

技术。油松、侧柏造林全部应用容器苗，栽植时挖大

坑、覆膜。刺槐全部截杆造林并应用保水剂、生根粉。

核桃造林中应用“大坑、大水、大肥、大苗、覆膜、截

杆”等造林技术。杨树造林严把“苗木泡根、深栽、踏

实、浇水”四道关。先后建成的阳湾林场三角岭千亩侧

柏造林三角岭省级天保工程公益林示范点和罗沟油松造

林示范点、棋盘林场棋周路沿线造林示范区、哭泉林场

淌泥河造林示范点、雷塬林场皇后造林示范点，施工中

严格按照“大坑、大水、大苗”的抗旱造林技术，当年

造林成活率达95%以上，造林后严格落实了管护和抚育责
任，林木长势喜人，受到了国家、省、市各级林业部门

的高度评价。

4.5  以人民为中心，稳定林区
宜君林区在天保工程中脱离了以木材生产为主的单

一经济模式，着力发展核桃、种苗、森林旅游产业，激

活了林区经济一潭水。截止目前，全县核桃总面积达到

42.8万亩，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挂果面积14万亩，核桃
产量1.24万吨以上，产值2.48亿元，农民人均核桃收入
3100元，核桃产业化格局初步形成。同时，以国有林场
和中心苗圃为骨干，以核桃良种苗和容器育苗为主要繁

育品种，每年育苗面积达1000余亩，年产值在1000万元
以上。还发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众多的自然人文景观资

源优势，围绕建设“中国避暑城”，发展生态旅游业，

建设了省级太安森林公园和庙山狩猎场，迎来四面八方

的游客。林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县林业局把抓民生放在

首要位置。针对林场职工工资待遇低、住宿条件差的问

题，局领导积极向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取得领导们

的理解和支持。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为国有林场职工

增加了生活津贴，并支付了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职

工平均工资收入与全县其他事业单位持平，解决了林场

职工的后顾之忧。四个林场为场部职工修建了宿办合

一、配套设施齐全的现代化综合楼。太安林场职工郑玉

红在1998年以前每月工资收入500多元，现在每月收入
4200多元。随着职工生活待遇、条件的改善，国有林场
全体人员都树立起了保护森林资源的高度责任感，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天保工程建设中去。

5��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森林资源保护压力大。一是个别群众护林意识仍
淡薄，心存侥幸，偷砍乱伐烧柴或开垦扩大地畔。二是

工程森林资源管护仍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期

管护难度大，但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

5.2  森林管护费用偏低，林业基础设施投入较少。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森林管护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急

待提高，林区防火、资源保护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智

能管理系统、森林病虫害防控的设施设备严重滞后于社

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森林管护资金。

5.3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偏低，以低于木材经济
使用价值的标准进行了补偿。近几年，农民群众从事林

业生产的热情不断高涨，商品林的收益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经营重点公益林的补偿

基金数额远远不及木材的经济使用价值。

5.4  林业职工待遇偏低，职工队伍接续乏力。林业职
工虽然通过国有林场改革解决了全额工资，但在林区艰

苦、偏远地区工作的有关津补贴，防火等应急补助没有

落实。我县各林场自2010年以后，就全面停止了招工、
招干，人员老化现象严重，专业人员奇缺，缺乏有创新

精神和开拓意识的人才。

5.5  部分低质低效林急需改造。我县天保工程区存在
低质低效林面积达20.6万亩，急需改造提高生态效益。

6��建议

6.1  继续开展天保工程三期。按照习近平新时代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国家发展三步走战略，天保工

程也要继续做好森林生态支撑这个主题，并按照小康社

会、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开展天保

工程布局。

6.2  依法保护宝贵的天然林和森林资源。制定专门
的天然林保护法，实行最严格的森林、天然林保护法律

法规。

6.3  提高森林管护资金，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补
偿标准。由于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的高度期望，社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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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森林资源巡护智能

化、电子化、信息化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急需提高森

林管护资金标准和生态补偿标准水平。

6.4  提高林业职工的待遇水平，设立低质低效林改
造资金，提高森林质量。随社会物价水平提高林业职工

待遇、津补贴、应急补助，适时启动低质低效林改造工

程，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和生态效益。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天保工程的指导下，宜君县以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为基础工程，通过强化管理和提高质量，取

得了显著成效。工程建设不仅在生态层面形成了坚实的

森林生态屏障，有效抑制了水土流失，也为县域经济社

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石。宜君县在实施天保工程

的过程中，不仅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还在社会和经

济层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为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陈伟鑫,付松,郭德宇,等.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和随机
森林方法的L1点处太阳风速度重构与预测[J]. 地球物理学
报,2023,66(12):4850-4862.

[2] 张梓浩,郭飞,吴坤泽,等. 深度森林DF21模型在土
壤镉含量高光谱反演中的性能评价[J]. 光谱学与光谱分
析,2023,43(8):2638-2643. 

[3] 董建江,田野,张建兴,等.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
底栖动物高光谱数据分类方法研究[J]. 光谱学与光谱分
析,2023,43(10):3015-3022. 

[4] 程绍驰,游光荣. 基于改进随机森林算法的评估指
标精简方法研究[J].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23,45(7):2108-
2113. 

[5] 彭豪杰,周杨,胡校飞,等. 基于深度学习与随机森林
的PM2.5浓度预测模型[J]. 遥感学报,2023(2):430-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