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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绿化工程做法经验、问题和发展对策

尹姝敏

山西林业和草原资源调查监测中心 山西省

太行山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其绿化工程的好坏关系到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山西太行山绿化

工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实施了30多年，是太行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林业建设中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本文对山西

太行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取得的经验、问题以及发展对策做出总结，旨在为下一步太行山绿化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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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太行山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是华北平原

及京津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建国初期（1949年）

太行山区森林覆盖率仅为3.5%左右，主要分布在五台

山、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深山区。 山西太行山绿

化批准实施以来经历了准备阶段（1983-1985年）、一期

工程建设阶段（1986-2000年）、二期工程阶段（2001-

2010年），目前正处于三期工程建设阶段（2011-2020

年）。截止2015年底，太行山绿化工程区森林总面积达

107.7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8.26%，森林蓄积量4264万

立方米，与太行山绿化工程启动初期相比，森林面积增

加62.9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增加16.5个百分点，森林量

增加3321万立方米[1]。工程建设也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发

展。兴起了特色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 一是调整树种

结构，栽植山桃、山杏、连翘等经济树种，增加群众收

入来源；二是鼓励当地私营苗圃发展，解决工程用苗难

题，拓宽致富渠道；三是造林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使

农民有活可干，增加了劳务收入；四是带动一批林产品

加工企业发展，初步实现太行山区山绿、民富、产业兴

的目标。

山西太行山工程是国家太行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0年，涉及忻州、晋中、阳泉、长治、晋城和临

汾市等6市19个县（市、区）及省五台、太行2个国有林

管理局，区域面积382.5万公顷，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24.5%。

我省最先在太行山绿化工程建设中提出“按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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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按项目投资、按规划设计、按设计施工”的一条龙

模式。工程实施的三十多年中，坚持多措并举、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充分发挥了林业技术优势，积累了丰富的

山地造林经验，在项目区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建设中发

挥了示范带动作用[2]。

工程管理比较规范

太行山绿化工程已实施30多年，各实施单位实行领

导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逐级签订绿化目标责任状，领

导重视程度较高，将林业工程作为各级政府的民生工

程来抓。通过工程实施的责任分解、细化措施、考核奖

惩，一级抓一级落实，一级对一级负责；明确任务，加

强监管，严格考核，严明奖惩，落实各项建设任务；极

大的促进了各县抓落实、抓进度的力度，确保了工程有

序推进。如陵川县指定县发改局为该工程的监督单位，

工程建设单位采取月报和季报的方式，对工程的进度定

期向监督单位汇报，县林业局主要领导是工程建设第一

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县政府把工程的进度

和建设质量作为年度干部考核任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实用技术应用较广

工程主管部门选择专业合作社或种植大户作为实施

主体，造林经验丰富，管理规范，栽植后有专人管理，

资金有充裕保障，造林保存率有切实提高，如左权县。

工程建设始终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建设原

则，把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区域作为工程建设的重点优先

安排，尽早治理。在树种选择上用近自然林业的发展理

念，按照宜乔则乔，宜灌则灌，乔、灌合理配置，营造

多树种、多样式的混交林，合理选择植被恢复方式，有

效提高工程的建设质量和水平[3]。在工程实施中，各管

理单位普遍采用径流林业整地、石片覆盖保熵、容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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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生根粉保水剂蘸浆、针阔混交造林等先进实用技

术，收到了良好效果。

从2018年到2017年对比来看，不合格因素新增了苗

木质量和立地条件。苗木质量占比14.9%，立地条件占比

20%。

苗木质量

太行山工程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到现在人工造林

补偿费用500元每亩，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尽管这样苗

木价格和劳动力也在逐年攀升，县区造林仍然采用弱、小

苗。苗木地径和苗高不达标，从而很难提高成活率。使用

良种壮苗相对较少，也是成活率不高的主要因素。

立地条件

太行山区属于典型的干旱石质山区与土石山区，植

被稀疏，土层瘠薄，立地条件差，太行山本身的立地条

件给造林带来了巨大的难度，一导致造林苗木运输费

增高，二整地费用增高，从而无形间造林成本也相对提

高；而且立地条件差也导致了造林成活率的相对降低[4]。

所以立地条件对于太行山工程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影响

因素。

管护成为发展瓶颈

林业工程建设有“三分造七分管”的说法，造林能否

成功与造林后期的管护经营密切相关。太行山工程造林投

资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明确的后期管护费用，一些造林工

程常常是造得起、管不好。新造林缺乏有效管护，林牧矛

盾突出，加上工程区自然条件差，需要频繁补植补栽才能

勉强达标，导致成林效果不理想；而且在成林后，仍然缺

乏有效的经营管理措施，导致林分普遍质量差、蓄积小，

不能正常发挥森林应有的功能与效益。

退化林修复工程面积合格率低

2018年太行山退化林修复工程核实面积合格率为

67.5%，2017年太行山退化林修复工程核实面积合格率为

74%。首先，上级部门未出台退化林修复的相关规程。退

化林在大同一些地方可以找到，比如小老杨林。但是在

太行山区，退化林就很难找到，退化林在太行山山区很

难界定。其次，核实面积合格率低也不能说明造林成活

率低，因为修复工程可能采取补植、修枝或补植修枝综

合修复的措施，成活率高的退化林如果存在应修未修，

应补未补的情况那么面积合格率也会下降，太行山退化

林修复更注重的是一些措施。市县亟待省级下发相关规

程，更规范的有助于退化林修复工程的检查。

人畜破坏和旱灾

虽然今年的占比二者处于下降状态，但是二者对成

活率的影响仍然位居首位，旱灾占比35%，人畜破坏占比

16%。所以俩项造成不合格面积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发展

畜牧业是老百姓的重要增收手段，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更

是唯一的手段，而这也正是发展林业的好地块，所以林

牧矛盾比较突出。

阔叶树树种比例有待加强

太行山大部分的人工林为油松纯林，火险等级大，病

虫害发生率高，同时也由于树种单一，导致地力衰退，造

成了森林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和效益的降低[5]。在近几年的

造林中，太行山逐渐加大阔叶树比例，培育针阔混交林。

阔叶树造林取得一定进展，针阔混交林比例不断加大，但

由于阔叶树造林起步晚，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适宜的

造林树种少。由于太行山立地条件差，土壤干旱瘠薄，适

宜造林树种少。目前仅有连翘、山杏等少数树种，适合太

行山大面积造林。刺槐、榆树等阔叶树对水肥要求较高。

现有的山杨、白桦等天然大面积分布的乡土树种在育苗、

造林方面存在技术难题，并且山杨的生命周期短，林分结

构不稳定，极易衰老退化。第二，成熟的造林技术少。由

于阔叶树造林起步晚，因此在阔叶树造林技术方面处于探

索阶段，成活率较低，需要不断地总结积累经验，逐步应

用于生产实践。第三，鼠兔牛羊危害较严重。阔叶树的危

害程度要比针叶树严重。

特别加大对太行山绿化工程的投资

太行山的立地条件无形中让造林成本增加，亩投资

500-800元的标准已远远满足不了工程建设的需要，工程

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目前，据统计，长治市造一亩林实

际需要1200元左右的投入，其中：整地平均每亩需要770

元，苗木220元，栽植覆盖110元，补植补种110元。

造管并重

要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就必须树立要造林、更需要管护的理念，要从重

造林、轻经营向造管结合、造管并重转变，进而营造

健康、可持续利用的林分，逐步实现森林的科学有序经

营。 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足够重视，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充分协调各方利益，做到长远规

划、科学实施、分类经营、生态优先、兼顾经济。

退化林修复工程的建议

首先，全省尽快出台退化林修复的技术规范，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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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基层人员的培训。其次，加强施工管理，提升工程

质量。最后，加强后期管护。

进一步做好阔叶树造林工作

加大阔叶造林树种研究，培育耐寒、耐旱、防啃咬

的阔叶造林树种。加强阔叶树造林技术培训，给予更多

的技术支持、指导，提高阔叶树造林成活率。加大阔叶

树容器育苗，推广阔叶树容器苗造林。

完善造林失败面积核减机制

实事求是地对造林工程进行科学管理。根据检查验

收和自然灾害等情况，及时核减造林失败面积，避免形

成“数字造林”假象，实现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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