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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绿树郁郁苍苍，树下萌发的紫灵芝
柔嫩茁壮。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捷文村村民
李广军 6年前开始试种紫灵芝，目前亩均年收
益 6000余元，约为早年伐木收入的 20倍，昔
日“砍树人”如今成了“护树人”。

2001年 12月，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在
捷文村发放。近年来，捷文村村民守绿换金、
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全村林下种植
紫灵芝近 5000亩、年产值达 3000余万元，获
评福建省“一村一品”（灵芝）示范村。

武平县被誉为全国“林改第一县”。2002
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武平调
研时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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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拉开了福建林改序幕。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积极响应号召，将集
体林地“分山到户、均林到人”。至 2005 年
底，完成了“明晰产权、确权发证”。随着改
革不断深入，新问题接踵而至。钱从哪里
来？树要怎么砍？单家独户怎么办？困难，

一个个克服；问题，一个个解决。林业金融、
林下经济、集体林地三权分置，三明林改向
纵深推进。

2021年 3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沙县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考察调研时指出，三明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很有意义，要坚持正确
改革方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积极稳妥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创新，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力争实现新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福建积

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创新，探索完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转化路径。目前，福建森林覆盖率达
65.12%，继续位居全国第一。2022年，全省林
业产业总产值逾 7000亿元。

近日，记者走进武平、沙县等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的重要策源地，看林改如何让绿水青
山实现“颜”“值”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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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砍树怎么富？
发展林下种养，全省林下

经济产值去年突破 750亿元

一盏灵芝茶热气氤氲，浅酌啜饮甘

醇 鲜 爽 。 李 广 军 动 作 娴 熟 地 温 杯 、冲

泡、分茶，每天接待好几拨客人。林间

茶室旁是一间加工厂，一筐筐紫灵芝经

过烤干、包装等流程，变身一包包灵芝

茶。过去，李广军上山伐杉木，按照目

前每立方米 900 元左右的市价，除去成

本，亩均收益约 6000 元。然而，杉木生

长周期长达 20 年，李广军和乡亲们一度

守着绿水青山难变现。

2011 年起，武平县禁止天然林商业

采伐。李广军的 200 多亩林子中近半是

天然林，虽然每亩能领取 23 元的天然林

停伐管护补助，但日子过得不宽裕，他

常年外出务工。

既要守护好绿水青山，又要突破传

统采伐经营模式的发展瓶颈，如何找到

一条让林农不砍树也能致富的新路子？

2013 年 8 月，福建省政府印发《关

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

干意见》，要求“各地要按照生态优先、

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原则，科学编制

林下经济发展规划，科学发展林药、林

菌、林花等林下种植业，林禽、林蜂、林

蛙等林下养殖业”。《意见》还提出，从

2013 年起连续 3 年，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3000 万 元 用 于 发 展 林 下 经 济 ，市 、县

（区）财政也应安排相应资金予以扶持。

金线莲、铁皮石斛……一批原本生

长于深山密林的野生作物被移栽试种

到了经济林中。武平县林业局工作人

员反复对比不同林下经济产品的种植

成本、生长情况、产品价格后得出结论：

“紫灵芝最适合本地规模化推广”。在

龙岩市林业局的支持下，武平县将紫灵

芝 确 定 为 当 地 林 下 经 济 主 导 产 业 。

2017 年春节，李广军回家过年，听说邻

镇有几户人家种紫灵芝赚了钱，长期在

外务工的他动了心。

实地参观、学习技术、筹集资金、购

买菌棒……李广军与 3 名村民合伙成立

紫灵芝种植合作社。初春时节，李广军

带人上山，将一袋袋紫灵芝菌棒小心翼

翼地放入林间刨好的坑中，再覆土掩埋，

用脚踩实。10 多天后，灵芝便破土而出，

冒出白白的尖。两个月后，第一批紫灵

芝采收完，随即被抢购一空。第一年，合

作社种了 100亩，次年扩种至 300亩。

午后，记者随李广军进山巡林。阔叶

树打碎了光影，林下步道旁每隔两米就种

着一株紫灵芝。李广军走走停停，对每一

株紫灵芝的位置了然于胸。俯身蹲下，小

心拨开草丛、落叶，一株株新近萌发的紫

灵芝长势喜人。“别看这些紫灵芝个头不

大，一斤能卖 300多元。”李广军介绍，“灵

芝孢子粉的价格还要高 10倍。”

“为什么好卖？”李广军总结下来就

俩字：品质。“紫灵芝对生长环境的要求

高，我们种出来的品质和野生的非常接

近。”李广军近年来主动上山补种阔叶

树，进一步改善了紫灵芝的生长环境。

走进位于武平县的福建紫珍堂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工 人 们 正 忙 着 切 灵

芝。去年，李广军与紫珍堂生物科技有

限 公 司 签 订 供 销 协 议 ，向 其 销 售 了 约

500 斤紫灵芝。2022 年，紫珍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在武平县及其邻近地区共

收购紫灵芝 200 多吨。

“紫灵芝及其加工产品，原本只能作

为农产品和中药材原料生产销售。”李广军

介绍，紫珍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食

品生产企业，之所以能够加工灵芝产品，源

于福建省药食同源试点工作的开展。

2021 年 12 月，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和

市场监管总局同意，福建省卫生健康委、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福建省灵芝、铁

皮石斛、西洋参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

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方案》，允许

符合条件的食品企业申请成为试点单

位，以灵芝、铁皮石斛、西洋参为原材料，

按照传统方式和食用习惯进行生产经

营。次年 4 月，紫珍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获批成为试点企业。“药食同源试点工

作，促进了紫灵芝产业发展。”李广军说。

随着武平紫灵芝品牌越来越响，李

广军的女儿李秋婷也回到了捷文村，跟

着父亲一起创业。如今，父女俩一人负

责种植，一人专注销售，经常一起拍视频

上传到社交媒体，持续拓展线上销路。

目前，李广军所在合作社种植灵芝面积

已扩大至 1200 亩。“除林业部门每亩补

助 500 元外，村里还补贴 300 元。”聊起发

展林下经济的好政策，李广军语带兴奋。

去年，武平县新增紫灵芝种植面积

5000 亩，总面积达 2.5 万亩，可采收灵芝

干品 400 吨以上，实现产值逾 1.3 亿元。

在深化林改过程中，福建不断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2014 年起，福建

累计安排资金 5.3亿元，扶持推动林药、林

菌、林蜂等林下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实

现了“不砍树也致富”的目标。2022年，全

省林下经济利用面积达 3146.9万亩，林下

经济产值达 750.8亿元。

钱从哪里来？
优化林业金融服务，50

个 林 权 收 储 机 构 覆 盖 全 省
主要林区，累计担保金额超
16 亿元

“头一天申贷，第二天授信。”李广

军去年 4 月申请了一笔 20 万元的林业

贷款，全程通过手机操作完成，如此便

捷的金融服务让他赞不绝口。

2017 年初，通过武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驻村金融助理的介绍，李广军得

知，用林权证可以办理“普惠金融·惠林

卡”，不仅免评估、免担保、随贷随还，还可

享受财政贴息，融资成本节约近一半。李

广军旋即成为第一批惠林卡的受益者。

他获得惠林卡 15 万元授信额度后，与村

民合伙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吸纳林农 51
户，并带动合作社里的 4名社员通过申请

惠林卡贷款，种下 100亩紫灵芝。

“惠林卡送来金融‘及时雨’，林农发

展生产更有信心了。”李广军过去多次为

林业贷款碰壁。林业经营成本高，前期

资 金 投 入 大 ，不 少 村 民 都 曾 遭 遇 贷 款

难。“我们不是不想贷，而是不敢贷。”武

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一名负责人坦

言，木材生长周期普遍长达 20 年，林农

抵押林权进行贷款，一旦发生风险，还不

上贷款，银行也难以将抵押资产变现，加

之林地资源价值评估难度较大，金融机

构对于林权抵押贷款始终有担忧。

林业经营周期长，如何为林业金融产

品有效构建风险屏障？“武平的探索，是利

用财政投入作为担保资本金，让政府、金融

机构和林权所有者三方共担风险。”武平县

林业局副局长吴吉富介绍，2013年 7月，县

里成立林权收储担保中心，并由县财政投

入 1500万元作为担保资本金，对担保的不

良林权抵押贷款实行“先代偿、后处置”，降

低金融机构对于贷款风险的担忧。

一个月后，福建省政府印发《关于进

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

见》，其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由市、

县（区）林业投资公司成立林木收储中心，

对林农林权抵押贷款进行担保，并对出险

的抵押林权进行收储，有效化解金融风

险。林木收储中心和林业担保机构为林

农生产性贷款提供担保的，由省级财政按

年度担保额的 1.6%给予风险补偿。”

迄今，武平县已实现持有林权证的

林农 100%建档，持有林权证且符合贷款

条件的林农 100%授信，有发展项目且有

资金需求的林农 100%用信。通过惠林

卡利率优惠、财政贴息等方式，累计为

全县林农节约融资成本逾 1550 万元。

“驻村金融助理送贷上门，解决了林

农的资金周转难题。”李广军说，武平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驻村金融助理几乎每周

都会来合作社，询问农作物的长势收成，

与村民分享益农信息，“谈起林下作物的

品种，金融助理比有的农户还熟悉。”

近年来，龙岩银保监分局通过开展

“普惠金融百千万工程”，累计派驻 657
名 普 惠 金 融 助 理 ，通 过 小 额 便 民 服 务

点 、三 农 保 险 联 系 点 和 普 惠 金 融 工 作

站，将金融服务触角持续延伸至乡村，

切实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米”。

在武平，金融服务创新不止于此。

2021 年 7 月，武平县林业金融区块链融

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进一步丰富了林

业 金 融 产 品 ，为 林 农 提 供 更 多 信 贷 选

择。“哪款信贷产品更合适，货比三家，

一目了然。”李广军一边向记者展示手

机上的平台页面，一边介绍，去年春天，

他计划扩大紫灵芝种植面积，估算投入

后发现，合作社每名成员要再投入 10 多

万元，“这需要贷款。”

根据以往贷款的经验，李广军做好了

跑银行的打算，谁知驻村金融助理告诉

他：“现在，林业贷款在手机上就能完成。”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广军在驻村金

融助理指导下，打开手机，进入“i武平”微

信公众号，登录账号，进入林业金融页面，

各类金融产品、贷款利率、贷款流程等一

清二楚。在详细比对每款贷款产品的额

度、期限、利率后，李广军选择了惠林卡。

提交期望贷款额度、期限等信息，他第二

天就获得了 20万元的授信额度。

“ 贷 款 又 快 又 省 心 。”有 了 资 金 支

持，李广军干劲更足了，经营紫灵芝产

品的同时，他还栽种了百香果、脐橙等

水 果 ，在 山 边 建 起 了 家 庭 农 场 ，养 了

1000 多只番鸭。截至去年底，武平县林

业金融区块链融资服务平台已有 15 家

上链机构、10 家金融机构入驻，提供信

用、抵押、保证等多种融资担保方式和

金融专属产品 58 个，已放款 1888 笔，累

计放款 3.296 亿元。

去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

支行、福建省林业局等 7 个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持续优化福建省林业金融服务

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鼓励各金融机

构提供覆盖林业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福建省金融监管部门积极引导和支

持金融机构丰富贷款品种、提高贷款额度、

降低贷款成本、延长贷款时限，简化贷款流

程，为林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福建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福建各地已成立林权收储机构 50家，覆盖

全省主要林区，累计担保金额超 16亿元。

单家独户怎么办？
发 展 林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累计培育各类新型林业
经 营 主 体 1.1 万 余 家 、经 营
面积逾 1600 万亩

经营了 20 多年林子，年逾半百的三

明市沙县区高桥镇新坡村林农张祖暖，

去年第一次把造林这件事交给别人。这

个“别人”，是福建省沙县官庄国有林场。

清晨，茂密林间不时透入阳光，星

星点点洒在地上。张祖暖和官庄国有

林场职工一起，沿着蜿蜒小道察看采伐

后新种的杉木长势情况，这里是他和林

场合作经营的“碳中和”共建示范林。

“林业需要适度规模经营。福建许

多林区位于低山丘陵，农户承包林地细

碎现象十分普遍。”沙县区林业局林改

办主任林素娇介绍，沙县林地大多小而

散，收益周期较长，不少林农一盘算，不

如外出打工或开小吃店，一度导致林地

抛荒失管现象严重。

为鼓励各类林业经营主体发展壮

大，沙县在福建率先开展集体林地三权

分置改革，在依法保护集体林地所有权

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林地经

营权。

福建省委、省政府 2017 年 10 月印发

的《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提出，鼓

励和引导林农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方

式流转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大力

培育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股份林

场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发展林业适度

规模经营。鼓励社会资本与林农开展合

作经营，引导林业龙头企业、国有林场、

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等以股份、合作、托管

等模式，与林农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让林农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去年初，张祖暖与官庄国有林场签

订合作造林协议。张祖暖以一块面积

112 亩的采伐迹地经营权入股，官庄国有

林场负责这片山场的全程管理。等林木

成熟采伐后，张祖暖即可享受分红。

张祖暖心里有本明白账：一方面，国

有林场更专业，在造林、抚育、间伐、主伐

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好办法，每亩出

材量可达 20 立方米，而林农经营的林地

最多七八立方米；另一方面，自己并非真

当“甩手掌柜”，而是腾出手来物色更多

林子或林地，扩大家庭林场的经营面积。

近年来，沙县推出“股权共有、经营

共管、资本共盈、收益共享”的林业“四

共一体”合作模式，鼓励乡镇、村民小组

等与国有林场合作，依托国有林场的资

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实现林地专

业化经营。目前，全区已有 108 个林业

经营主体完成合作面积 11.9 万亩，受益

林农达 3.2 万余人。

林 海 茫 茫 ，群 山 起 伏 ，绿 浪 翻 滚 。

远远看去，一株株杉木整齐排列。

“连片的总共有 124 亩，长势很好。”

抬手指着眼前这片茂密山林，沙县区富

口镇白溪口村林农杨孙忠介绍。 4 年

前，杨孙忠与官庄国有林场合作，开展

联合造林，眼下这片杉木已 4 米多高。

白溪口村与官庄国有林场合作经

营的林地共计 693 亩。由于合作年限较

长，村民们曾担心这期间的收益得不到

保障。最终促使村民同意合作的原因，

是林票的推出。

2019 年，三明市率先在全省探索林

票制改革，即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与村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共同出资造林

或合作经营现有森林的，由合作双方按

投 资 份 额 制 发 股 权 凭 证 ，使 其 具 有 交

易、质押、继承、兑现等功能。

拿出一沓厚厚的绿色卡片，杨孙忠

向记者展示自己一家人的林票：长方形

票面上，清晰标注着持有人姓名、身份

证号、合作经营地点、面积、票面面值等

信息。经测算，官庄国有林场与白溪口

村 合 作 经 营 的 林 地 ，累 计 林 票 价 值 为

100 多万元。2019 年底，白溪口村对林

票进行了第一次分配：2380 名村民，每

人分到了原始价值 300 元的林票。

2021 年，沙县区配套推出林票贷。

林票也能抵押贷款，且贷款周期长、利率

低。去年 4 月，杨孙忠用林票和一栋房

子作抵押，贷到 140 万元，利率仅 4.5%。

当年，杨孙忠就用这笔资金扩大经营。

如今，他经营的林地面积已达 5300亩。

近年来，福建省大力发展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促进林业规模化经营，同时

鼓励国有林场与村集体、新型经营主体

等开展合作，积极拓展托管经营、股份

合作等多种联合的经营模式，提高林地

经营效率和森林质量。目前，全省累计

培 育 各 类 新 型 林 业 经 营 主 体 1.1 万 余

家、经营面积逾 1600 万亩。

图图①①：：武平县永平镇挡风岭万亩合武平县永平镇挡风岭万亩合

作造林基地作造林基地。。 刘鹏标摄摄

图图②②：：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梨树村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梨树村，，

林农在自家林场套种铁皮石斛林农在自家林场套种铁皮石斛。。

许 琰摄摄

图图③③：：沙县官庄国有林场工人在种沙县官庄国有林场工人在种

植林下作物植林下作物。。 陈登达摄摄

图图④④：：武平县下坝乡福兴村村民在武平县下坝乡福兴村村民在

转运紫灵转运紫灵芝芝。。 李国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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