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定权、树定根，集体
林改绿了山林

河南省光山县近 5 万亩老油茶林，进入

油茶果采摘季。走进文殊乡猪山圈村，火红

的油茶果压弯了枝头。村民常玲忙着采摘、

装筐。

“你瞧！这果子多饱满，今年收成肯定错

不了。”常玲握着刚摘下的油茶果，打开了话

匣子：“在俺们光山，丘陵和浅山面积大，油茶

树耐旱抗贫瘠、病虫害少，3 年可挂果，5 年能

采收，盛果期长，是俺们的‘摇钱树’。”

“油茶林为荒山坡穿上了‘绿衣裳’。”常

玲告诉记者，在集体林改前，不少山林归属不

清，乱砍滥伐时有发生，难以开发利用，乡亲

们守着金山过着苦日子。“这片原先就是荒山

坡，不少人来砍生火做饭用的柴火。林改后

这些年，我先后种下了 600 棵油茶树。”常玲回

忆说。

林改春风吹绿万重山。光山县有集体林

地 88 万亩，林改后明晰产权，承包到户。全县

确权勘界办理新版林权证 6.1 万本。乡亲们

成为山林的主人，自掏腰包买苗木种树，砍树

人变成看树人，大伙儿护林营林的积极性高

涨，森林面积和质量实现双提升，很多林农通

过发展林特产业吃上了“生态饭”。

好政策带来好收益。“近年来，集体林改

不断推进，配套政策举措接二连三，我们看好

林业这个绿色产业。”光山县诚信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勇，把公司落户在猪山圈

村。公司在荒山上种油茶、苗木花卉，发展森

林旅游，建成油茶基地近万亩，成为省林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林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带动乡亲们

家门口就业增收。”陈勇说，目前公司带动 283
个劳动力、1147 个脱贫劳动力就业，每人年均

增收 4000 元以上。

油茶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每年秋天，油

茶花开时，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越来越多

的乡亲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猪山圈村党

支部书记王生勇说。

集体林改持续深化，改出了满目青山，

促 进 了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 我 国 有 集 体 林 地

25.68 亿 亩 ，占 林 地 总 面 积 的 60% ，分 布 在

2600 多个县，涉及 1 亿多农户。”国家林草局

林 业 和 草 原 改 革 发 展 司 司 长 王 俊 中 说 ，经

过 各 地 各 部 门 的 共 同 努 力 ，集 体 林 权 制 度

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国发放林权证 1
亿 多 本 ，初 步 实 现“ 山 定 权 、树 定 根 、人 定

心 ”。 集 体 林 森 林 蓄 积 比 林 改 前 增 加 了 近

39 亿立方米，增幅近 85%，有林地面积增加

了近 4 亿亩，集体林业年均吸纳就业人数约

3400 万人。

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稳
定林农生产经营预期

集体林“明晰产权、承包到户”任务完成

后 ，各 地 积 极 探 索 集 体 林 地“ 三 权 分 置 ”运

行。王俊中介绍，为进一步巩固分山到户成

果，为集体林业发展增添动力，《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

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

包原则，开展集体林地延包试点。

稳定山林承包权，让林农放手经营。江

西省抚州市开展了延包试点，成功签订延期

合同 4000 多份，大大稳定了生产经营主体的

预期。

提起延包好政策，抚州市广昌县水南村

村民余良日说：“林改初期对林地承包期限没

有统一设定，因为担心政策调整，我一直不敢

放手发展周期长的林业产业。现在林地延包

到 2065 年，我可以安心在林地上种药材，空余

的林地还可以流转，解决发展产业需要的资

金缺口，真是一举多得。”

“不少林农在外务工，乡镇和村组干部逐

户打电话，召开线上会议，让集体林地延包的

政策家喻户晓，2/3 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再逐

户签订合同，确保延包工作经得起检验。”广

昌县林业局局长罗斌说，集体林地延包工作

正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广大林农非常欢迎这

项政策。

为进一步提高延包工作质量，抚州市林

业部门配合不动产登记部门，先开展林权确

权工作，确权完毕后再签订延包合同。“林地

权属、边界数据一目了然，我将 4 户村民共有

的 70 亩林地流转了过来，现在顺利拿到了林

地经营权证，接下来可以甩开膀子干了。”乐

安县戴坊镇农户邹接忠说。

“对接互联，业务协同，数据共享，有效解

决了集体林地地类重叠、权属交叉等问题。”

乐安县林业局林业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董国

华介绍，不动产登记系统和林权管理系统对

接互联，完善了林权流转管理服务体系，目前

全县累计完成林权流转面积 10.6 万余亩，为

推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打下了基础。

江西省林业局副局长刘宾介绍，江西是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持续向改革

要动力，全省开展了清理规范林权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试点，有力保护了林农和林业经营

者的权益。“下一步，江西将在保障林农权益、

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继续探索创新，努

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稳定林业经营者的预期至关重要。”王

俊中说，近年来，各地探索形成了集体林地集

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的格局，要坚持

稳字当头，牢牢把握改革方向，稳步深化改

革。通过完善制度机制，保障集体林地承包

关系长期稳定，积极稳妥推动林权流转，依法

保护农民和林业经营者的集体林权益，增强

生态保护和林业发展内生动力。

适度集中规模经营，提
高集体林质量和效益

“从整体看，一些地方分山到户后，面临

着林地碎片化、经营效益低等问题，森林‘四

库’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王俊中说，要引

导林权流转，培育规模经营主体，大力推广各

种形式的合作经营，提高集体林经营质量和

效益。

适度集中，规模经营。

启禄林场位于重庆市南川区双河场村，

村民汪启禄流转村里 1.1 万余亩荒山，经过悉

心经营，建成了集休闲旅游和养生度假于一

体的示范家庭林场，每年接待游客 5000 多人

次，实现旅游年收入 100 万元以上。

“集体林改不断深入，让我造林营林更

有 干 劲 了 。”经 过 区 林 业 局 推 荐 ，汪 启 禄 将

承包的顺龙山一带 8560 亩林地流转给一家

企业，双方约定不乱砍一树一木，打造森林

公园。

“转让收益 1130 万元，让我的家庭林场有

了充足的发展资金。”汪启禄说，他投入 800 万

元，对剩下的 2000 多亩林地精心培育，加强配

套管理，整治河道，修建消防水池，建起了休

闲山庄。林间空气清新，配套设施完善，启禄

林场成了热门旅游打卡地。

重庆市引导林农把山林资源有偿流转或

折资入股，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抱团，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共同盘活山

林资源，提升生产效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盘活集体林地 1026 万亩，给农民带来流转收

益 47 亿余元。

场村合作，多方共赢。

江西省安远县引导国有林场与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户联合经营，促进集体林经营水平

提升。“与国有林场合作，享受造林技术、市场

信息等‘一条龙’服务，山上的植被变美了，钱

袋子鼓了起来。”车头镇官溪村村民叶春海跟

安子岽林场联营，山上培育大径材，林下种植

中药材，山窝养殖鸡鸭，如今满山树木郁郁葱

葱，林下灵芝长势不错。

安远县森林覆盖率达 82.72%，林改分山

到户后，当地出台政策，鼓励引导村集体、村

民将林地经营权流转给国有林场，由林场提

供资金、技术与管理，让林权变股权、林农变

股东。

“‘场村共建’大手拉小手，社会得生态、

林场得效益、群众得收益。”安远县林业局局

长唐石发说，国有林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村民通过参与营林抚育、森

林管护、护林防害等取酬，推动林场、村集体

和林农联股、联利、联心。

安远县以“国有林场+村集体”“国有林

场+村民”等多种模式，大力发展毛竹笋、林下

灵芝等绿色产业。截至目前，全县场村合作

造林 2.15 万亩、培育大径级用材林 6.3 万亩，

建成竹产业科技园等林业产业示范园，解决

就业岗位 8624 个，带动群众增收 6.7 亿元。

全国发放林权证1亿多本，集体林森林蓄积增加了近39亿立方米

林改增添集体林业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常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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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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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 15 年

来，造就了满目青山，富裕了万千林农。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方案》，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国集体林改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如何进一步增添集体林业发展动

力？如何更好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

机统一？今起本版推出“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系列报道，报道各地积极探索

的新做法、新经验、新进展。

——编 者

袅袅炊烟、悠悠牧笛，是很

多人记忆中的乡愁。

走 进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余 杭

区中泰街道紫荆村，乡愁演绎

出 新 故 事 。 立 足 苦 竹 资 源 优

势，村里把小竹笛做成了大产

业 ，去 年 全 村 竹 笛 销 售 量 超

450 万 支 ，全 产 业 链 产 值 超 过

3.5 亿元。

从 卖 产 品 到
卖 文 化 ，产 业 迈
上新台阶

近日，紫荆村的鸣声竹笛

体验馆开业，前来体验做笛吹

笛、欣赏田园风光、寻找乡愁的

游客一批又一批。“我们正从卖

‘竹笛产品’向卖‘竹笛文化’慢

慢转型，三产融合发展，竹笛产

业还能再上一个台阶。”紫荆村

党委书记鲍明远告诉记者，这

两年村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今 年 暑 期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8000
余人次、研学团 130 多批，人均

消费超过 200 元。

“村里的竹笛产业步入健

康发展的轨道，这跟街道、基层

党组织长期以来的引导和服务

密不可分。”董雪华是杭州竹笛

协会会长，他见证了紫荆村竹

笛产业的发展。

董雪华说，竹笛寄件费较

贵，为降本增效，紫荆村党委牵

头，协调协会、企业主、党员、村

民等代表与快递企业谈判，将

竹笛寄件费由每单 6 元下降至

2.9 元，“目前全村日均电商销

售 3000 多单，每天可节省近万元快递费。”

如何让竹笛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产业？紫荆村创建了

“紫荆笛音”共富工坊，构建起“村党委—行业协会党支部—

工坊党小组”三级联动的组织架构，打造“订单进村、培训入

户、服务到家、人人共富”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党建引

领、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没有共富工坊，哪有现在的好日子？”看着自家成捆的

竹笛搬上快递车，村民鲍丽韵说。10 年前，她因车祸致残，

是竹笛产业让她看到了希望。鲍丽韵跟着村里的制笛熟练

工从刻字打孔学起，一步一个脚印，创办起自己的竹笛加工

厂，年收入超过 40万元。

为了让村里的老人、妇女、残疾人、低保户等就业困难

群体在共同富裕路上不掉队，紫荆村设立了流动共富工坊，

每周定期发布临时用工需求，给就业困难群体派单，让他们

在家从事竹笛缠线、刮皮等工序制作，共带动 800 余人增

收，每月增收 3000—3500 元。现在的紫荆村，个个有活干，

人人有钱赚，一派业兴人和的景象，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5.3 万元。

竹笛产业多元发展

紫荆村的竹笛文化得到良好传承。眼下，村里的第一

代制笛师已年入花甲，30 多名“笛二代”接棒，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

“欢迎来到直播间，现在展示的是紫荆竹笛的制作过

程。”屏幕里，紫荆村 00 后制笛师董泽杰正用刀尖不断挖

挑，调整竹笛孔洞。“村里不少年轻人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

式销售竹笛，宣传竹笛文化，效果非常不错。”鲍明远说，全

村 30 余家竹笛加工户通过直播进行销售，80 余家开设淘宝

天猫店铺，全村竹笛网上销售份额提升至 60%，去年还入选

了浙江省电子商务示范村名单。

给竹笛产业插上“数字翅膀”，是“笛二代”给紫荆村竹

笛产业带来的新变化。此外，他们注重开发竹笛产业多元

价值。

紫荆村竹笛非遗传承匠人黄卫东的女儿黄毓，从杭州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到村里，牵头组建了“天下吾

笛”工作室，研习制笛技艺，进行笛箫教育、文创开发、专利研

发。90 后庞鹏飞大学毕业后创立公司，通过新媒体销售竹

笛演奏课程及竹笛文化衍生产品，已有学员 1000余人。

“紫荆村的竹笛产业欣欣向荣、后继有人，乡亲们的生活

越来越富足。”中泰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小平感叹。

“紫荆笛音”共富工坊是余杭区推动富民产业发展，不

断激活乡村振兴“动力引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余杭区

推出 6 条扶持政策，启动名师、名品、名校、名基地、名企业

“五名”工程，打造共富工坊矩阵。截至去年底，余杭区打造

各类共富工坊 55 个，其中，中泰街道“紫荆笛音”等 3 个共富

工坊入选 2023 年度浙江省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专项激励

项目名单。

共富工坊强村富民。去年，余杭区村集体经济收入平

均达到 963 万余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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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高质量、更可持
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都
要节约减损，越是容易出现
损失浪费严重的环节，越要
抓紧抓实

把水稻送到粮食烘干中心烘干，湖北荆

门 钟 祥 市 九 里 回 族 乡 种 植 户 周 明 春 感 慨 ：

“今年小麦、水稻收获都赶上连续阴雨天气，

湿粮堆在屋里，几天就会发霉，多亏粮食烘

干中心帮了大忙。”去年以来，湖北省新增粮

食烘干中心 300 多个，大大降低了粮食霉变

损失风险。

及时烘干，有效减损。中国农科院发布

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 2023》测算显示，

到 2035 年，如果我国粮食收获、储藏、加工和

消费环节损失率分别减少 1 个至 3 个百分点，

可减少粮食损失约 1100 亿斤。由此可见，粮

食全产业链各环节都要节约减损，越是容易

出现损失浪费严重的环节，越要抓紧抓实。

以消费环节为例。据估算，我国每年损

失浪费的食物约 9200 亿斤，够 3.8 亿人吃一

年。剩饭剩菜、超量点餐、囤积食物过期倒掉

……人们身边常见的食品浪费现象不少。减

少食品浪费要持续深入开展“光盘行动”，在

全社会推动形成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

耻的浓厚氛围，还要提倡践行健康饮食，合理

膳食、“减油减肉”不仅能节粮减损，还有利身

体健康。

加工环节减损空间也不小。笔者采访了

解到，有的企业加工 100 斤稻谷只能出 30 多

斤精米，精加工面粉出粉率仅有 20%。推动

粮食从“过度加工”向“适度加工”转变，能大

幅提高成品粮出品率。一些企业通过技术创

新，利用精米加工后剩余的边角料，生产出稻

米油、麦芽糖、蛋白肽等高附加值产品，节粮

增效，值得借鉴。

可见，全链条节粮减损，各环节都大有文

章可做。

科技赋能是关键一招。通过全产业链推

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推动粮食产

业转型升级，能大幅减少损失浪费。比如在

收获环节，通过精细化收割，可以把机收损失

率控制在 2%以内。在储粮环节，农户科学使

用装具，可以把储粮损失率由平均 8%降到 2%
以内；粮库推广应用气调、控温等储粮技术，

粮食综合损失率能降到 1%以内……

节 粮 减 损 ，要 强 化 约 束 压 实 各

环节的责任，要将节粮减损工作纳

入 粮 食 安 全 责 任 制 考 核 ，坚 持 党 政

同 责 。 各 牵 头 部 门 结 合 自 身 职 责 ，

提 出 年 度 节 粮 减 损 目 标 任 务 和 落

实 措 施 。 加 快 建 立 符 合 节 粮 减 损

要 求 的 粮 食 全 产 业 链 标 准 ，对 不 执 行 团 体

标准、造成粮食过度损耗的企业和行为，行

业 协 会 按 规 定 进 行 严 格 约 束 。 部 门 监 管 、

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持续开展常态

化监管。

具体到某个环节，找准抓手很重要。浙

江湖州把“光盘行动”评价指标纳入文明餐

厅、绿色餐厅考核，“绿色点餐员”培训上岗

后，适时提醒“您点的菜够了”，这样的做法既

照顾面子，又减少浪费。

节粮减损，从我做起，每个环节出力，久

久为功，就能推动粮食节约取得更大实效，为

加快构建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抓紧抓实粮食全产业链节约减损
萧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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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沂水县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 作 为 重 要 抓 手 ，以 村 党 支 部 领 办 合 作 社

为主体，推行“园区+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 ，打 通 组 织 、保 障 、效 益 3 个 链 条 ，建 立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开创“支部有

作 为 、集 体 有 收 益 、群 众 能 致 富 ”的 乡 村 振

兴新局面。

图为崔家峪镇上泉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工作人员在基地作业。

郭其祝摄（人民视觉）

创新模式

带农增收

本报电 日前，中国公路平安百年品质工程示范创建

经验交流及现场观摩会在河南信阳市召开。近年来，信阳

市先后投资 330 亿元，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为乡村振兴、

老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信阳市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是全国重要区域性综合交

通枢纽。信阳市坚持交通先行，实施高速公路多向互联、农

村公路提档提质等“八大工程”，目前全市实现“县县有国道、

乡乡通干线、2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干线铁路网实现

“县县通铁路、县县设站”，通过“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市 1744
个村建成寄送物流平台，覆盖率超 60%。 （王 博）

河南信阳

交通先行助力老区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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