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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践行大食
物观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提
出“积极发展经济林和林下经济，稳妥开发
森林食物资源”，油茶、油橄榄、仁用杏、核
桃、板栗、枣类、竹笋、林药、林菌、林菜、
林下浆果、林禽、林畜、林蜂等一批森林食
物被写入了 《意见》，这意味着林草部门将在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承担更加重要的
责任，向森林要食物大有可为。

从近日召开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下经
济产业发展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林草
部门深入践行大食物观，持续推进森林“四
库”建设，大力发展森林食品、林下经济，
不断提升森林食物供给能力。

森林食物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司司长王俊
中介绍，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
于一身的大宝库。中国具有食物生产功能的
树种有几百种，森林就是一个巨大的“粮
库”。发展森林食物，不与粮争田、不与农争
地，兼具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是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深入践
行大食物观，以发展经济林和林下经济为主
要抓手，加快推动森林食物生产扩面增量
提质。

森林食物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生产
能力持续增强。全国经济林种植面积 7 亿亩，
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 6 亿多亩，各类森林
食物年产量 2 亿多吨，人均 140 公斤，成为继
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让中国饭
碗端得更稳，为中国粮食安全打足了底气。

产品种类更加丰富。森林食物涵盖“米
袋子”“油瓶子”“菜篮子”“果盘子”。木本
油料供给多元化，茶油年产量 80 多万吨，还
有橄榄油、核桃油、牡丹籽油等多种木本食
用油。木本粮食供应充足，板栗、枣、柿子、
松子、仁用杏等种植面积约 1 亿亩，产量
1400 万吨。水果种类繁多，种植面积 2 亿亩，
产量约 1.9 亿吨。森林特色食品、木本调料、
木本饮料等新产品发展方兴未艾。林下种植
养殖提供林禽约 49 亿只，林畜 5000 余万头，
还有林粮、林菌、林果、蜂蜜等大量高品质
的绿色食品，极大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

产业富民效果日益显现。发展森林食物，
既能做大森林“粮库”，又能充实森林“钱
库”，是推动“两山”转化、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举措。全国 2800 多个县级行政区，

其中有 2400 多个种植经济林，经济林年产值
超过 2 万亿元，林下经济年产值约 1 万亿元，
带动数千万林农增收致富。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惠及林农近 1200 万人，
带动林农年人均增收 3600 多元。

广袤森林蕴藏丰富的食物资源

    中国广袤的森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资源，
是天然的大粮仓、大油库。森林食物以其健
康、天然、多元等优势，不断丰富着人们的

“米袋子”“油瓶子”“菜篮子”“果盘子”，木
本粮油发展潜力如何？

王俊中用一组数据说明木本粮油等经济
林发展情况。一是以油茶、核桃、油橄榄等
为主的木本油料林，面积 1.8 亿亩，油料产量
968 万吨。其中油茶面积达 7300 万亩，油茶
籽产量达 330 多万吨。核桃面积 1 亿多亩，产
量 586 万吨。二是以板栗、枣、松子、仁用
杏等为主的干果面积 1 亿多亩，产量 1400 万
吨。其中板栗种植面积 2700 多万亩、产量
258 万吨，枣种植面积 1300 多万亩、产量 648
万吨。三是苹果、梨、柑橘等各类水果种植
面积近 2 亿亩，产量 1.9 亿吨。四是新兴食物
异军突起，竹笋、香椿等森林食品种植面积
约 7000 万亩，产量 1200 多万吨。茶叶、咖啡
等木本饮料种植面积约 5200 多万亩，产量
350 万吨。花椒、八角、肉桂等木本调料种
植面积约 3200 万亩，产量 190万吨。

王俊中告诉记者，木本粮油等经济林的
总产量已经比较大，但提质增效的潜力也很
大，主要体现在品种资源潜力大，产量增加
潜力大，加工增效潜力大，消费升级潜力大。
森林食物生产环境好，绿色有机，营养成分
高，符合新阶段健康营养消费需求，日益成
为人们餐桌上的消费新宠。

林下经济助农增收

林下经济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生动实践，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王俊中说，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采
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内容为主的林下经
济，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森林食品，是山区林
区重要的绿色富民产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采取有力措施发
展林下经济，实现不砍树、能致富。

改革驱动，创新赋能。鼓励各地先行先
试，在林地经营、资源利用、林权融资等方

面大胆探索。福建省南平市建立林下空间流
转机制，实现林下空间可确权发证、抵押融
资。浙江省衢州市探索“土地共用、生产共
管、效益共享”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
林区共同富裕。这些好经验、好做法，为林
下经济发展添动力、增活力，推动山区林区

“含绿量”“含金量”同步提升。
经过不懈努力，林下经济规模逐步扩大，

辐射带动作用明显，惠民效益显现，产业发
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浙江省 2021 年起实施

“千村万元”林下经济增收帮扶工程，支持
1000 个山区村实现“亩产万元”目标，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福建省武平县万
安镇打造千亩林芝基地，示范带动 34 户林农
户年均增收 3500 元，支持林农走出一条“不
离乡可就业”的发展之路。

云南将“小核桃”做成“大产业”

现在到云南吃“菌”是一种时尚，“菌
子”也成了云南美食图鉴的名片。云南还将

“小核桃”做成了“大产业”。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局副局长丁鲲介绍，云南是林草资源大
省，林草产业一直在“特”上做文章、下功
夫，念好“山字经”、唱好“林草戏”。核桃、
野生食用菌产业作为云南重要的民生产业，
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国计民生。

云南是世界深纹核桃的分布中心，90%
以上的核桃生长在高海拔地区，造就了优质
的云南核桃。“来自绿水青山，营养味更香。”
云南省 85% 的区域都有核桃种植。截至 2023
年，核桃面积 4300 万亩，干果产量 198 万吨、
综合产值 588 亿元，惠及 2000 多万农村人口，
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均居全国第一。核桃
油产能突破 10 万吨，千吨以上的核桃油生产
线 20 余条，“水代生态制取核桃油技术”等
科技成果转化有力。

云南已查明的野生菌资源有 882 种，占
全国的 91%，全省所有县市区均有野生食用
菌分布，有 207 种常见野生食用菌在市场交
易，比如青头菌、干巴菌、鸡枞、松茸等。
2023 年云南省野生食用菌总产量超 39 万吨，
产值超 295 亿元。楚雄州南华县五街镇率先
实施“包山捡菌”制度，形成了“封山育林
育菌七不准”等村规民约，既保护森林植被，
又实现菌农增产增收。五街镇开门小组 2023
年菌山承包经营收入达 141.9 万元，全村 76
户 403人实现人均分红 3500 多元。

丁鲲表示，诚挚邀请大家到云南，感受
云南林草的美好，体验“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林下参是东北地区特色森林食物

林下参是东北地区最具特色的森林食物。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东友说，吉林
省森林资源丰富，长白山林区作为中国三大

“中药材基因库”之一，孕育了千年人参、百
草之王。吉林省林下参种植有 450 多年历史，
林下参就是人工播种后自然生长在深山密林
中的人参。根据国家 《药典》 和相关标准的
定义，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达到 15 年
以上的人参称“野山参”，是最接近野生人参
功效的人参。

目前，吉林省林下参种植总面积已达到
116.5 万亩，年产量 781.8 吨，产值接近 100 亿
元。吉林省围绕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已经
开发出 5 大系列、1000 多种产品，培育出了
全国知名的“长白山人参”区域品牌。吉林
省正围绕林下宜参林地管理、优良种子培育、
人参产品研发、质量品牌打造、人参文化宣
传等环节，把长白山林下参产业打造成强林
富民的优势产业，真正实现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把历经千年的百草之王“金字招牌”
越擦越亮，造福人类健康。

新疆红枣产量居全国首位

新疆枣产业具有显著的区域特色和市场
竞争力，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特色产
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总经济
师蔡立新介绍，红枣起源于中国，在中国已
有数千年种植历史。新疆红枣品质优良，深
受群众喜爱，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长
期以来，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林
果业特别是红枣产业的发展，提出“干果控
面提质，鲜果优化增量，延链补链提效益”
的工作思路。

目前新疆林果总面积达 2100 万亩，总产
量 1400 万吨，其中红枣是林果产业链建设的
12 个主栽树种之一，种植面积 431.8 万亩、
产量 321.5 万吨。近年来，围绕标准化生产、
市场化营销、产加销一体化发展，积极打造
红枣全产业链，努力稳定红枣市场价格，切
实增加农民收入。

森林食物丰富百姓餐桌
本报记者  严  冰

近日，国家林草局、文旅部联合推出河北坝上森林草原、
江苏滨海湿地、四川大熊猫寻踪、西藏国道 318、新疆阿勒泰
千里画廊等 14条特色生态旅游线路。

2018 年起，国家林草局先后推出两批共 20 条全国特色森
林旅游线路、45 个全国森林旅游新兴品牌。此次与文旅部共同
推介，将推动生态旅游产品供给和市场需要的有效对接，促进
林草和旅游进一步融合发展，为大众旅游出行增加更多选择，
不断丰富和提升生态旅游体验。

这批线路覆盖了 14 个省区，涉及世界遗产、各类自然保护
地以及国有林场等生态旅游地 130 余处，涵盖了自然风光、少
数民族风情、红色文化和各类历史遗迹等，串联起中国自然景
观中最精华、最具特色的部分，集中展示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生态景观，展现了美丽中国的多姿
多彩，是人们走进自然、感受自然的纽带。

近年来，中国以各类自然保护地为依托的生态旅游迅猛发
展，2023 年全国生态旅游的游客量达到 25.31 亿人次，包括生
态体验、生态养生、户外运动等在内的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
现、长足发展，生态旅游越来越成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

相关链接：14 条特色生态旅游线路简介

一、河北坝上森林草原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历史人文资源丰富，是清代皇家以森林草原为特征的

“木兰围场”皇家猎苑，是以“三北”工程为代表的生态文明
建设成就展示地，是艰苦创业的塞罕坝精神发源地。

二、辽宁魅力辽东·山海有情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是候鸟迁徙途

中重要的栖息地和辽宁东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集山岳观光、避
暑度假、休闲养生、文化体验、滨湖漫游、科普教育于一体。

三、江苏滨海湿地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补给站，是

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和湿地鸟类生物多样
性展示区，是滨海休闲度假、科普教育目的地，集休闲观光、
康养运动、科普宣教于一体，可开展森林体验、湿地游览、运
动赛事、科普研学等活动。

四、浙江“两山”共富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是乡村

全面振兴的典型示范地，是全国避暑休闲、精品民宿的聚集地
和森林康养的适宜体验地，也是全国森林古道的主要分布区域
之一。

五、安徽皖南人文山水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是以黄山为代表的地质遗迹和徽州历史文化双遗产

地，是山地森林景观、湖泊湿地景观、历史文化、传统村落、
特色美食诸多要素兼具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尽显徽风皖韵自然
魅力、悠悠厚重历史风情。

六、福建红土绿韵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是水上丹霞地质遗迹和历史文化双遗产地，是闽北重
要的自然文化体验地、观光休闲目的地，也是红色文化传承地
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典型示范地。

七、湖南世界奇观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依托张吉怀高铁、黔张常铁路、张花高速、包茂高速

等交通干线，串联起大湘西地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自然保护
地等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资源，是以森林旅游、山水观光、民
族文化体验、世界遗产浏览为主要特色的生态旅游线路。

八、广东绿游广府—探秘森林城市群里的世外桃源生态旅
游线路

线路充分展示了现代都市圈建设、生态保护和广府文化传
承协同发展的成果，既有高楼林立的城市，也有神秘的自然保
护地，还有飞鸿故里和舞龙舞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广佛
都市圈居民休闲康养、科普教育、户外运动的理想之地。

九、四川大熊猫寻踪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以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探秘为主题，历史文化悠久，藏

羌民族风情独具特色，是风景最亮丽、科普教育内容最丰富的
全球大熊猫寻踪精品线路，可深刻感受国家公园建设保护成
效，体验大熊猫文化魅力和生物多样性。

十、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风光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既是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分布地，具有典型
的西南喀斯特山水景观、山地森林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以及浓郁
的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既可感受奇山秀水的神奇魅力，也可
重温伟大不屈的长征精神，还能在民族村寨中体验“村超”

“村BA”。
十一、西藏国道 318 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拥有世界知名的高山、湖泊、草原和季相植物景观，

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垂直海拔分布明显，是藏牦牛、藏羚羊、
藏野驴、黑颈鹤等重要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远观冰川活动
的绝佳之地，充分展示了青藏高原典型自然景观、生态系统和
地质遗迹。

十二、陕西中华祖脉·大美秦岭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集中展现秦岭卓绝的自然生态之美和其所孕育的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让人们在享受自然之美，探寻中
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和灿烂成就的过程中汲取精神滋养和前
进力量。

十三、新疆阿勒泰千里画廊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是中国唯一的欧洲—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分布

区，是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所在
地，也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自然观光和冬季滑雪目的地之一。

十四、大兴安岭神州·北极遇见 53°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位于中国地理位置最北的区域，具有寒温带森林生态

系统的典型性和原真性，是寒温带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的主要分布地，也是中俄边境黑龙江沿岸自然风光的典型代
表，还是以抗联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传承地和北方大兴安
岭地区民族文化和冰雪文化的展示窗口。

体验生态旅游  乐享自然之美
本报记者  严  冰

▲干巴菌
◀高峰灵芝
▼百年核桃古树采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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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杨国美摄  

◀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白哈巴国家森林公园

▲辽宁凤凰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