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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发展思路

祖丽媛 韩 慧 宋升治 严 毅 赵予溪
昆明市林业种苗管理站 云南 昆明 650223

摘 要：昆明市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保障了林业生态建设重点工程的种苗供给、价格、短缺等问题，对于保障城

乡造林绿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重点分析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的必要性和优势，总结

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现状，针对政策、资金、创新、技术、发展等问题，提出从加大投入及政策

扶持；加强政府职能，建立苗木供求信息平台；创新绩效分配机制，提高工作积极性等方面进行突破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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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是造林绿化的基础，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是创

新林业造林种苗供应机制、调剂苗木市场、提高林业重

点工程造林苗木质量的重要举措。特色乡土树种保障

性苗木基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当前存在的问

题，应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质量为核心，

以效益为目标，从加大对苗木基地的投入及政策扶持；

加强政府职能，建立苗木供求信息平台；创新绩效分配

机制，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加快技术人才培养工作，

着力提高种苗质量；建立健全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

营销体系等五方面对症施策，确保保障性苗木基地所育

苗木适应市场需要[1]，以期实现乡土树种苗木生产基地

化、品种优良化、质量标准化、供给目标化、监管法治

化，确保昆明市城乡绿化美化苗木育得出、用得上、可

持续。*

1��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林业种苗是发展现代林业的源头和基础，林业保障

性苗木基地是保障国土绿化公益性造林苗木供应、承担

新品种新技术研发应用的重要阵地和发展平台，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

区积极响应，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而建设特色乡

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牢固树立“两山”理念，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落实科学绿化决策的重要举措。保障性苗木基地建

设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林业生态建设重点工程的种苗供

给，稳定种苗市场价格，加快种苗结构调整和良种苗木

繁育推广，解决苗木短缺等问题，对于保障城乡造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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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质量发展、探索创新运行机制、调整树种结构、改

善生态质量、美化城乡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意义。

2��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的优势

2.1  区位优势
昆明市，别称春城，云南省辖地级市、省会、特大

城市、滇中城市群中心城市。昆明市位于东经102°10′—
103°40′、北纬24°23′—26°33′，南北长237.50km，东西宽
152km，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澜湄合作区域、泛
珠三角经济圈交汇点，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乃至中

东、南欧、非洲的前沿和重要门户，具有“东连黔桂通

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

印巴”的独特区位优势，这为与外界的往来提供了便捷

的交通枢纽。

昆明市地处云南高原中部，属北纬低纬度亚热带-高
原山地季风气候，由于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

日照长、霜期短、年平均气温15℃，年均日照2200h左
右，无霜期240d以上。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
寒，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年降水量1035mm，具有典型
的温带气候特点，城区温度在0～29℃之间，年温差为全
国最小，这样的气候特征为植物的茂密生长创造了适宜

的条件，更为建设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

2.2  人力资源及森林资源优势
昆明市共有国有林场14个，其中：市属国有林场2

个，县属国有林场12个，分别分布在昆明的9个县区。全
市国有林场职工585人，其中有专业技术人员119人，聚
林草领域各梯次专业技术人才于一体，这为特色乡土树

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及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全

市国有林场总面积85.774万亩，森林面积64.64万亩，森
林覆盖率71.86%。全市观赏苗木基地达33.06万亩，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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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企业4245个，其中省级龙头企业37个，占观赏苗木
企业1%，总产值38.6亿元，成功举办了十届中国昆明国
际观赏苗木展览会，宜良县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授予

“中国花卉苗木之城”称号，初步形成了以宜良县为辐

射中心的观赏苗木产业集群，为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

障性苗木基地苗木产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的现状

分析

昆明市位于云南省中部，总面积21035.53km2，是西

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截止2022年12月，昆明市苗圃
数量4595个，其中：国有9个；育苗面积177745.2亩，其
中：国有1150.8亩。
苗木的生命性、公益性、长周期性决定了它的特殊

性。当前，国家投资的造林项目由于受资金的制约，基

本上属于补助性造林，投入的资金只能保证整地、挖

坑、栽植这些刚性开支，在苗木的选择和使用上只能选

择成本较低的普通苗木，严重影响了造林绿化的成效。

同时，由于社会育苗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

陷，大多数苗木生产企业和个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

标，育苗周期长、利润低的苗木很少有企业和个人愿意

培育，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来保证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对种苗多样化的需要很难达到。因此，在国有林场建设

保障性苗木基地很有必要，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

作用，加强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形成政府保

障和市场机制结合的苗木生产供应体系，才能保证国家

投资造林项目的顺利实施。

2022年，经过实地调查，确定了12个特色乡土树种
保障性苗木基地，分别分布在昆明的西山区、东川区、

呈贡区、石林县、嵩明县、禄劝县、寻甸县、富民县、

宜良县9个县区，共涉及7个林场、3个县区乡土树种保
障性苗木基地、2个私企。2023年~2025年，每年全市保
障性苗木基地应保障培育合格苗木500万株，三年共计
保障培育合格苗木1500万株，育苗面积1176亩。每个基
地拟发展2个-7个优良乡土树种，共涉及38个优良乡土树
种。其中，珍贵树种7个，其他乡土树种31个；针叶树种
8个，阔叶树种30个。12个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
土地权属清晰，管理机构健全，人员配备合理，生产设

施健全，具备开展特色乡土树种繁育的专业技术人员，

能够满足育苗需求[2]。2023年已完成培育合格苗木共计
500万株，共涉及19个优良乡土树种。其中，珍贵树种6
个，其他乡土树种13个；针叶树种6个，阔叶树种13个。
4��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建设存在的

问题

4.1  政策完备、缺乏监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国有林场管理办法》，

鼓励国有林场建立绩效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挂钩制度，

探索经营收入、社会服务收入在扣除成本和按规定提取

各项基金后用于奖励，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县区

及纪检部门对政策不认可现象，同时从上至下缺乏专门

负责检查监督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的监控机构，造

成“有政策，难落实”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林场项目

实施困难，资金、苗木不能实现良性循环，在争取项目

时积极性下降，错误认为“项目少、欠债少、负担轻，

项目多、欠债多、负担重”，还严重影响了基地的生产

经营活力。

4.2  资金缺乏、运转困难
受3年疫情影响，部分苗木基地项目资金已足额拨付

至县级财政，但由于县级财政吃紧，无法兑现，造成拖

欠中标方和材料供应商工程款。育苗工程资金投入大，

配套设施建设繁杂，管理维护成本高，苗木产品资金回

笼周期长，获得效益慢，不易在短期内见到实效，导致

资金保障和投入得不到足够重视。由于缺乏必要资金支

持，造成部分基础设施维护滞后，苗木生长培育所需物

资短缺，良种壮苗研究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

了保障性苗木基地高质量发展。

4.3  信息不畅、流转受阻
部分苗木基地在培育苗木品种的选择上，因信息不

畅，出现盲目跟风现象。另外，有些品种大量积累，低

成本出售损失严重；有些品种稀缺，难以满足市场需

要，制约了全市绿化苗木事业的发展。部分苗木基地因

信息不对称，销售渠道单一，缺乏政策支持，导致苗木

“地径粗、苗高高”，大量可出圃苗木囤积，占用圃

地，影响苗木基地的正常运转。

4.4  运作机制受限、缺乏创新
部分苗木基地受限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运作机

制，虽然解决了职工生活基本保障，但在基地发展、创

收返还、项目资金拨付、奖惩激励机制应用等方面，与

现行事业单位管理和财经管理政策在适用性上存在客观

冲突。加之苗木基地的经营管理者都是指派和任命的，

没有真正承担基地生产风险，在自我激励、自我创新方

面受限，极大降低了职工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4.5  技术薄弱、制约发展
由于管理人员匮乏，苗木基地建设部分任务以外包

方式委托当地育苗公司管理，育苗公司管理人员文化水平

低，对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不甚了解，不能结

合当地苗木生长特点，创新符合自身实际的育苗技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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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有的栽植密度过大，苗木的生长空间太小，加上水

肥管理不及时，苗木生长比例失调，致使合格苗出圃率

低；有的不进行整形修剪、不及时防治病虫害，使苗木抗

逆能力差，干形、冠形长势不良。以上问题直接影响了苗

木质量，制约了苗木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5��昆明市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的发展思路

5.1  加大对苗木基地的投入及政策扶持
昆明市建设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基地，以发展材质

优良、观赏性强、经济价值高、生态效益突出、发展前

景好的乡土树种优质苗木为重点，全面提高乡土树种苗

木保障能力，助推昆明林草高质量发展，推进全市国土

全域绿化美化。因此，从政策和资金上建议从以几个方

面转变：1.县（市）区林草部门要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
报，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贯彻落实乡土树种保障

性苗木基地扶持政策措施，建立稳定的资金扶持机制。

2.苗木培育任务资金建议由省、市上级部门采用报账制进
行报销，同时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和监管的管

理。3.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管，一是相关部门建立相应保
障及监督政策执行程序的制度，严格政策执行程序。二

是推行政策执行问责制。对没有尽到自己应尽职责和义

务的政策执行人员，要进行问责。

5.2  创新绩效分配机制，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
落实“保障性苗木基地面向市场生产经营所得”的

分配政策，结合各保障性苗木基地职工队伍情况和苗木

生产实际，创新绩效考核奖励机制，切实激发职工参与

育苗的积极性。苗木基地应完善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

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原则。以职工的实绩和工作量

为依据，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奖勤罚懒。达

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目的，并形成广大职工“争干

事、多干事、干好事”的良好工作氛围和激励机制，不

断激发林场职工扎实工作，提升育苗工作者服务能力，

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目标任务。

5.3  加快技术人才培养工作，着力提高种苗质量
采取集中培训和交流学习方式，加快技术人才培养

工作。通过学习，不仅能够带动育苗工作者深入了解、

掌握育苗生产先进科学技术，从根本上降低育苗成本，

提高苗木成活率，增强自产苗木在市场中的供给率和竞

争力。同时也提高了育苗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理

论技术水平，实现育苗苗木精品化，把相同规格的苗木

严格分级，做到粗度、高度整齐一致，使基地苗木实现

精品化、高质量化。

5.4  建立健全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营销体系
建立健全特色乡土树种保障性苗木营销体系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基地产品的宣传力度，确

保大苗的销售量。加强城市之间，园林之间的沟通与协

作，促进苗木市场的产业化发展[3]。二是建立各种类型

的苗木交易市场，建立各级绿化苗木中介机制。充分考

虑苗木的生长周期，达到出圃条件的苗木及时安排出

圃，考虑市内、省内销售或促进跨地区、省之间的苗木

销售、调剂。不断丰富原有库存苗木的营销体系，部分

用于义务植树造林树苗支持进行调配，部分苗木以成本

价格销售，用于生态修复和建设，将库存苗木清除，减

少苗木管养成本。三是大力推广林木良种，加快保障性

苗木基地的良种认定工作。对当前造林急需的乡土阔叶

树种、珍贵树种推出一批良种供基地选择繁育，并优先

用于昆明市生态修复项目，畅通基地苗木销售渠道。四

是落实“定产、订单”要求。昆明市各地要根据林业发

展规划和林业工程造林任务，认真研究、超前准备，科

学制定好分年度林业造林种苗生产任务，将林业工程用

苗与保障性苗木基地育苗通道打通，以项目资金形式给

保障性苗木基地下达育苗任务，实行以需定产、订单育

苗、就近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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