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散的林地适度集中，
规模出效益，林农增收益

浙 江 省 安 吉 县 报 福 镇 景 溪 村 ，竹 海 绵

延。初冬时节，村民潘忠根天天往竹林里跑，

“前段时间种下一批大球盖菌，菌丝已经长出

来，覆土后要留意温湿度，隔三差五浇浇水。”

他身后的林间空地上，一片片冬笋、羊肚菌长

势正好，“一直能采收到 12 月份，民宿和饭店

都抢着要呢。”

景溪村的 1.28 万亩林地分布在两侧山上，

80%都是毛竹。2018 年，在当地林业部门指导

下，村里组建起毛竹专业合作社，到去年底，全

村所有林农陆续通过资源资产折股入社，实现

统一经营。

为啥要抱团发展？“村里人均 10多亩竹林，过

去守着好资源难做大。”景溪村党支部书记黄大

伟说，“这里海拔六七百米，林地东一块、西一块，

山路崎岖，再加上这些年竹材价格走低，人工费

用上涨，大家都不愿意多投入。”

“集体林地确权到户后，林地细碎化现象

不利于林业规模化经营，制约了产业高质量发

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寒说，我国 90%的集体林是农户家庭经营，

鼓励集体林权流转，有助于推动林地适度集中

经营、实现规模效益，提高农户收益，激发村集

体经济活力。

分散的林地适度集中起来，小山村发展提

速。黄大伟说，依托浙江省林下经济发展项目，

景溪村拿到 152 万元扶持资金，修建了 4.5 公

里林道。合作社统一集中采伐，每百斤竹材生

产成本降低 0.5 元，售价提高 1 元。村里还将

竹林基地与民宿、漂流、生态研学项目结合，带

火了森林旅游。去年，景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213 万元，发展农家乐和民宿近 60 家。

“毛竹长到第四年开始出笋，如果多年不采

伐，老竹材质会下降，甚至干枯倾倒，造成竹林

退化。”黄大伟说，在合作社组织下，林农定期上

山养护，去老留新，让老竹林重焕生命力。

为更加高效整合碎片化林地资源，《方案》

提出支持各地组建林权收储机构，采取市场化

方式收储分散林权。

安吉县林业局竹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柴庆

辉介绍，通过竹林流转，全县村集体年均增收

65 万元，农户户均增收 6751 元。在林权流转基

础上，安吉还实施竹林增汇工程，建立起“林地

流转—碳汇收储—基地经营—平台交易—收益

反哺”全链条体系。

“现在大伙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真正吃

上了竹林饭。”潘忠根感慨。前不久，村里获得碳

汇收储交易股本金收益 450 多万元，按照村集体

30%、农户 70%比例进行分配。下一步，村里打算

强化林下经济品牌建设，提升竹笋等林下产品附

加值。

从全国看，家庭林场、专业大户、合作社等

林业新型经营主体已发展近 30 万个，集体林地

每亩产出比林改前增长了 3 倍多，林业产业总

产值超过 8 万亿元。

创新林权融资机制，加
快补齐金融服务短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东平镇六荣村椿

胜 林 木 种 植 场 ，一 排 排 苗 木 郁 郁 葱 葱 。 这 段

时间正值林木养护关键期，林农们忙着施肥、

除虫。

“每年整地、栽植、抚育管护以及后期轮伐，投

入不小。”种植场负责人林强说，自 2019年起，他跟

村集体签订了 363亩林地承包合同，今年初办了林

权证，随着种植规模扩大，资金出现缺口。

椿胜林木种植场成立时间较短，林权质押

价值不高，又缺乏其他抵押物，贷款一直是道

难题。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在调查评估后，

创新采用“政策性担保公司+林农”模式，为林

强发放了 30 万元“造林贷”贷款，解了他的燃

眉之急。

林业是广西绿色主导产业之一，全区森林

覆盖率达 62.45%。“林业生长周期长、投资回收

慢，传统信贷产品在贷款期限和宽限期上难以

匹配林业发展。”农行广西分行副行长秦一超介

绍，为了解决林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银行从

额度、期限、利率、担保等方面量身定制，引入政

策性担保公司，创新推出“惠农 e 贷—油茶贷”

等产品，深受林农欢迎。

走进百色市田东县增年山茶油有限公司榨

油加工坊，榨油机正轰隆作响，一桶桶金灿油亮

的新鲜茶油封装入库。“通过掌上银行就能申请

贷款，查看审批、放款进度。资金不愁，这几年公

司新建了厂房，今年茶油销量好、价格也不错。”公

司负责人樊平说。

在百色，油茶种植面积达 210万亩，当地金融

机构通过批量获取茶农种植信息，导入生成贷款

“白名单”，支持 2700多户农民发展油茶产业。同

时，还加强与保险公司合作，拓宽林业保险范围，

降低油茶产业风险。

盘活丰富的森林资源，离不开投入。“林权

是林业经营者最大的资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副局长唐芳林说，通过建立林权抵押贷款制度，

全国林权抵押贷款余额达 1300 多亿元，成为支

持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各地创新林权融资机制，探索推出符合林业特

点的金融产品，如林下经济收益权质押贷款、

“油茶贷”、“林农快贷”等，推动集体林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金。

针 对 林 业 融 资 难 、融 资 贵 等 问 题 ，《方

案》在 完 善 林 权 抵 押 贷 款 制 度 、发 挥 绿 色 金

融 引 领 作 用 以 及 推 动 创 新 林 业 金 融 产 品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政 策 举 措 。 张 寒 表 示 ，要

立 足 林 业 生 产 特 点 ，补 齐 抵 押 林 权 在 评 估 、

处 置 等 方 面 的 短 板 ，健 全 银 行 提 供 林 权 抵 押

贷 款 业 务 的 激 励 约 束 机 制 ，降 低 银 行 信 用 担

保 风 险 。 要 不 断 完 善 资 产 评 估 、森 林 保 险 、

林 权 监 管 、快 速 处 置 、收 储 兜 底“ 五 位 一 体 ”

的 金 融 风 险 防 控 机 制 ，健 全 生 态 资 源 权 益 交

易 和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机 制 ，让 银 行 放 贷 放 心 、

林农贷款省心。

共管共赢共享，提升林
业适度规模经营效率

川西林海，莽莽苍苍。10 月下旬，刚从“天

府森林粮库”暨职业经理人培训班结业，谢娇就

马不停蹄赶回崇州，“培训学到的林下经济管理

经验，对合作社发展很有帮助，赶紧回来带着乡

亲们好好干。”

崇州市是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区，

近年来持续探索构建“林地股份合作社+林业

职业经理人+林业综合服务”三位一体的“林业

共营制”。几年前，谢娇通过公开竞聘，成为道

明镇红旗村季崧林地股份合作社的林业职业经

理人。

“跟农业比起来，林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偏

低，产业业态也相对单一。”崇州市林改办副主

任刘波说，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建立“共管共

赢共享”长效机制，有助于破解集体林业发展面

临的管理水平低、服务跟不上等问题，提升适度

规模经营效益。崇州已培育林业职业经理人

100 多人，培育职业林农 600 多人。

“有专业的人帮我们打理，种什么、怎么种、

怎么管，都有了科学方案。”红旗村党支部书记

巫文勇说。依托成片水杉林和周边水源充沛的

自然生态禀赋，谢娇带领乡亲们建起中药材规

模种植区、种苗培育温室等，并联系企业销售。

合作社提供保底收益，净利润按比例对社员实

行二次分红。

中药材等林下作物种植周期长，需要精心

呵护，林业综合服务如何发挥作用？崇州市政

府与科研院所合作，聘用 56 位林业专家，推广

集产学研用推于一体的林业科技服务模式。“今

年 7 月份，雨水偏多，部分黄精苗叶片发暗，跟

成都市农科院李文俊团队联系后，第一时间开

出了方子，帮合作社解决了难题。”谢娇说。

崇 州 正 在 升 级 打 造“ 林 业 共 营 制 2.0”。

刘波介绍，“接下来要创新经营方式，健全职

业 经 理 人 培 育 体 系 ，探 索‘ 保 底 + 分 红 ’等 利

益 联 结 机 制 ，推 动 单 一 林 业 产 品 供 给 向 多 元

业态升级。”

“林业经营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引进专业运

营团队，共同打造全新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带动

周边村民改造闲置院落，形成特色药膳、森林木

屋民宿和主题科普教育等多元消费场景，提升

假日经济的吸引力。”谢娇说。

大 力 推 广 合 作 经 营 ，是《方 案》的 一 个 亮

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改革发展司

司长王俊中说，要支持小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

联合经营，鼓励各类企业参与林业投资经营等，

还要发挥国有林场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走场

村合作的道路。

在江西省崇义县，10 家国有林场与 20 余

户民营林场、大户结成对子，提高了全县森林

可持续经营水平。据初步统计，杉木林分平均

每亩年均生长量由抚育前的 0.72 立方米提高

到 1 立方米以上；阔叶树林分平均每亩年均生

长量由抚育前的 0.3 立方米提高到 0.5 立方米

以上。

“提高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效益，要以制度创

新、技术赋能、产业融合形成合力。”张寒说，要

创新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引入卫星遥感、数字技

术等现代化管理工具，不断提高林业资源利用

效率。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林业产业发展全

过程，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赋予林业

经济更大活力。

（梁 玉参与采写）

适度规模经营促进林区发展
本报记者 郁静娴

开 展 盐 碱 地
综合利用，是一个
战略问题。加强
盐碱地综合改造
利用，有利于拓展
农业生产空间，进
一步夯实耕地对
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的保障作用

收 割 、烘 干 、入

仓，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兰赵村富硒水稻

实验基地迎来丰收。

“ 水 稻 亩 产 1400 多

斤，盐碱地变成丰产

田。”兰赵村党支部书

记周海彬说。

在这片含盐量超

1%的盐碱地上，一场

实验已进行多年。先

试种新品种，“华粳 5
号”耐旱耐盐碱、高产

抗病虫；再创新农技

农艺，土地翻整、育秧

播种、插秧收割等实

现全程机械作业。“一

套组合拳下来，不仅

水稻丰收，成本还降

低两成。在盐碱地上

种粮，大家伙儿心里

有了底。”周海彬说。

开展盐碱地综合

利用，是一个战略问

题。盐碱地是指含盐

量超过 0.1%的土壤，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显示，2019 年底我国盐碱地有 1.15 亿亩。当前

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确保粮食安全的弦要始终

绷紧。同时，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

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土地资源十分珍贵。加

强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有利于拓展农业生产

空间，进一步夯实耕地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

保障作用。

党中央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利

用。各地积极探索，开展技术攻关，全力提升耕

地质量。数据显示，农业农村部在 8 个省份开展

盐碱化耕地治理试点项目，3 年实施面积 240 万

亩次，项目区耕地质量平均提升 0.11 至 0.51 个

等级。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盐碱

地治理利用是一道全球性难题，有不少技术亟

待突破，加之我国盐碱地面积大、类型多、分布

广，一些地块盐碱化趋势加剧，治理难度进一步

加大。因地制宜，攻坚克难，才能探索出有效的

综合治理技术模式，为农业生产提供更为有力

的土地资源支撑。

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必须坚持系统思维，

综合施策。改造利用盐碱地，需要追根溯源，对

症下药，治水、改土、改种、护林协调推进，工程、

生物、农艺等举措多管齐下。一方面，可与水利

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完善田间灌排

设备，发展滴灌喷灌等节水农业，改良土壤，遏

制盐碱化。另一方面，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

文章，加强良种选育，推广耐盐碱的粮食牧草品

种，为治理盐碱地拓展新路径。

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要坚持政策激励和

市场发力结合。各地瞄准工程设备、科技支撑

等重点难点，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强化统

筹，为治理工作提供要素保障。要充分发挥农

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等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把治理盐碱地与发展特色产

业、开展乡村建设相结合，撬动社会资本，构建

多元参与格局，形成可持续治理模式。

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是耕地保护和改良的

重要内容。科学治理、久久为功，用好耕地后备

资源，把更多盐碱地打造成新粮仓，我们定能端

稳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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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
开 15年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也面临新的发展课题。日前，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针对发
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着力进一步激发集体林业发展
活力。各地围绕“钱从哪里来”

“效益怎么提高”等问题，探索创
新林业经营方式，畅通林权融资
渠道，有效促进兴林富民。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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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 子 是 山 西 省 万 荣 县 的 特 色 富 民 产

业。当前，柿子迎来丰收季，果农们抓住天

气 晴 好 有 利 时 机 ，采 摘 、包 装 、销 售 或 晾 晒

柿饼。

图为万荣县光华乡冯张村村民忙着装

运刚采摘的柿子。

闫 鑫摄（人民视觉）

柿子丰收

采摘忙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R

“贷款方便、快捷，可帮了大忙，现在种水稻越来

越有底气。”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乐家村种

粮大户胡晓明，去年春耕时向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申

请贷款，购买植保无人机，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

门，为其办理了 25 万元贷款。无人机派上大用场，

这两年植保作业面积已达 9500 余亩。

截至今年 9 月底，九江银行抚州分行授信 18.79
亿元助力抚州地区发展水稻种植，和胡晓明一样，

510 户种粮大户从中受益。

“稻香贷”“桔时贷”“白莲贷”“甲鱼贷”……近年

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结合各地产业需求和特点，针

对性地推出一系列特色产业贷款。在“蜜橘之乡”南

丰县，九江银行“桔时贷”已累计发放贷款约 7.13 亿

元。在“华夏香都”金溪县、在双孢菇种植大县乐安，

发放“双孢菇贷”3100 余万元，130 多户种植户受益

……在金融“活水”浇灌下，抚州特色产业越“长”越

大，乡村振兴的产业动能越来越强。

多年来，九江银行抚州分行锚定乡村产业发展，

人员下沉、资金下沉和服务下沉有机结合，着力打通

农村金融“最后一公里”。该行行长周安介绍，截至

今年三季度，涉农贷款余额达 42.48 亿元，为抚州特

色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金融新产品

助力产业振兴
本报记者 朱 磊

污水治理是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惠民工

程，但也面临收集处理难、成本高等问题。山东

省金乡县探索“低成本、易维护、生态化、资源

化”的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一体化治理模

式，取得了显著效果。

走进金乡县马庙镇杨官庄村，道路整洁，

房前屋后清清爽爽。村民杨云兰正在院子里

洗衣服，污水顺着地面流入污水管道。“洗衣水

流到村南头的污水处理站，院子里更干净整洁

了。”杨云兰说。

杨 官 庄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站 里 ，污 水 处 理 设

备有序运行，处理后的中水流入旁边的坑塘，

通过新种植的藻类生物净化。“除了俺村，这

里还承担周边 6 个村的污水处理任务。”村党

支 部 书 记 杨 德 知 介 绍 ，坑 塘 内 配 有 提 高 水 体

氧含量的设备，种了金鱼藻、狐尾藻，水质长

期保持良好。

“我们实行‘1+N’连片治理模式，在中心

村建设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收纳、处理周边 4
至 6 个村的生活污水，同时充分利用镇村原有

沟渠和管网，组成污水收集系统，比新建管网

节 约 了 60 余 万 元 。”在 马 庙 镇 镇 长 张 永 良 看

来，“这种处理模式最大的好处是成本低、可持

续，以往每个村都要建污水收集池，拉运车运

往镇上或县上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每吨污

水需要运费 18 元、处理费 4 元，现在 1 吨处理

成本还不到 1 元。”

一 大 早 ，不 少 村 民 来 鱼 山 街 道 隋 韩 楼 村

广 场 上 健 身 。“ 你 看 ，现 在 水 多 清 ，一 点 儿 味

没 有 。”隋 韩 楼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韩 福 地 说 ，2018
年，村里投资 160 万元建起污水收集池，污水

收 集 处 理 后 流 向 坑 塘 ，时 间 一 长 坑 塘 成 了 臭

水 坑 ，夏 天 村 民 们 来 广 场 玩 ，都 得 带 着 驱 蚊

花露水。

现在，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得到了一体

化治理。韩福地介绍，生活污水处理站连通村

里的四个坑塘，水系连通，每天都为坑塘输送水

源，死水变活水，坑塘实现了流水不腐。

为保障水体治理效果，金乡县建起智慧水

利监控云平台，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纳入河长

制监管模块，实现在线视频监控，发现问题后第

一时间响应处置。

污水处理站建起来后，运维支出会不会成

为负担？金乡县积极探索，让坑塘中水产生效

益，实现“以塘养站”。

在卜集镇殷李村，中水成了当地特产白梨

瓜的灌溉用水。“白梨瓜口感更加脆甜。我们顺

势打造了‘殷李香’品牌，市场销路很好。”种植

大户李启坤说。

“污水处理站每年大约处理产生 1.5 万吨

中水，其中 1.2 万吨供种植灌溉，能为村集体带

来 3 万元收益，解决了污水处理站运维支出。”

殷李村党支部书记岳增洋说。

“我们计划到今年底完成 95 个村级中心

站建设，辐射全县村庄，常态化保持农村黑臭

水体动态化清零。”金乡县水务局副局长胡选

征说。

山东省金乡县探索低成本可持续的农村污水治理模式

乡村环境越来越宜居
本报记者 李 蕊

1919 新农村新农村2023年 11月 10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