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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１９８４年以计农［１９８４］２４９１号 文原

则同意了太行山绿化工程总体规划。太行山系包括五台山、

小五台山、恒山、太岳山和中条山。规划范围包括１１０个

县（市、区）。其中，山西省５９个，河北省３０个，河南

１５个，北京市６个。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规范造林３

５９．８万公顷。规划实现后，森林覆盖率从现在的１５．

３％提高到４３．６％，生态环境将得到显著改善，对华北

等平原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从１９８

７年起在部分县已开始建设，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规划造

林面积２７１．８公顷。 ５．平原绿化工程。在我国三江平

原、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等

平原地区建立以农田防护林网为主体，结合“四旁”（宅旁

、材旁、路旁、水旁）植树、农林间作、成片造林，形成具

有我国平原绿化特点的带、网、片、点相结合的综合防护林

体系。开展平原绿化的有：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

川、陕西、甘肃、宁夏、新疆２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９１８个县（旗、市、区），其中平原县（平原面积占县总

面积７０％以上）６０２个，半平原县（平原面积占５０％

－７０％）１４７个，部分平原县（平原面积占３０％－５

０％）１６９个。 到１９８８年底，全国有２２３个县达到



平原绿化标准，其中有８个地方的所辖县全部达到标准。到

２０００年，９１８个县造林面积３２４．５万公顷，全部

达到平原绿化标准。其中“七五”期间达标５００个县，“

八五”期间增加到７００个县，“九五”期间全部达标。这

一目标的实现，将对我国林业生产布局的调整和农牧业的生

态环境的改善，产生重大影响。 （三）因地制宜的发展经济

林和薪炭林 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经济林。增加经济林产品，满

足市场对木本粮油、干鲜果品和林特产品的需求，不仅有利

于林业自身的发展，同时，对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增加群众

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１９８９－２

０００年，规划新增经济林面积６０２．０万公顷，占新增

森林面积的１５．２％，重点建设５００个名特优商品生产

基地县。在长江流域以南的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

、江西、福建、云南、贵州等省区，建设以木本食用油料、

工业用油和原料为重点的生产基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

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陕西、宁夏、甘肃以及辽宁

等省区，建设以干鲜果品为重点的生产基地，实行集约经营

，改良品种，提高单产和经济效益。 我国是薪材严重短缺的

国家之一。全国８亿农村人口 有６亿以上人口程度不同的缺

少烧柴，严重缺柴户约占农村总户数的４０％。由于过量樵

采，破坏森林资源，造成生态失衡、水土流失、农业生产下

降的恶果。积极发展速生、高产、热值高的薪材树种，增加

薪炭林面积，是保护现有森林资源，解决农村能源困难的重

要措施。根据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要实行多能互补的建设原则

，各地除根据需要，在现有林份中调增薪炭林面积外，到２

０００年，规划新增薪炭林面积４１１．６万公顷，占新增



森林面积的１０．４％。 （四）积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切实搞好部门造林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不仅是一项经

济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深入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运动，适龄公民每年每人植树３－５株，这是法定的义

务，要按照规定层层落实任务，必须确保完成。１９８９－

２０００年，规划年均参加人数６．１亿人，植树总株数２

６２．２亿株。 积极发展社会林业，切实搞好部门造林，既

能增加森林资源，缓解木材供需矛盾，满足部分单位对木材

的需要，又有利于加快国土绿化进程，改善区域性生态环境

。为此，要进一步搞好铁路、公路、渠道两旁和湖泊、水库

周围及工矿区、农牧渔场、部队营区的绿化，各企业单位所

属的荒山、荒地、荒滩的绿化，都要按着规划的要求，分期

分拓完成造林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

，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煤炭、造纸和其他以木材为

原料的大型企业，都要提取一定数量的育林费，分期分批建

立各自的原料材基地。 要进一步搞好城镇绿化，大力种树种

草种花，发挥绿色植被调节空气、减轻噪音、吸尘杀菌、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环境的作用。城市绿化

要向纵深发展，以建设大环境绿化为中心，积极开展郊区绿

化。沿海开放城市要加快绿化步伐，要注意加强县城、建制

镇的绿化，各单位的庭院、厂区、校园、居民区等要加快绿

化进度，进一步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要搞好广大农村的四

旁植树，改善乡村环境面貌。到２０００年，大中城市建成

区的园林绿地面积由现在３０．８万公顷增加到４９．５万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到３０．６％，有９０％的村屯绿化达

标。 （五）加强林木种苗基地建设 林木种苗是林业生产的基



础。种苗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林木的生长和质量。采用良种

壮苗，是保证林业健康发展的带根本性的重要措施。因此，

种苗基地建设关系到造林成果和林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所以，要千方百计提供足够的数量、品质优良的种苗，以满

足造林绿化的需要。据统计，全国以群众造林为主的地区，

已建国营苗圃２３００多处，乡村集体骨干苗圃２万多处，

全国已建立良种基地４８１个，总面积４．７公顷，其中母

树林面积达２．９万公顷，１９８８年产种子１６．３万公

斤。种子园面积为１．１万公顷，其中三分之一已开始结实

，１９８８年产种１９．２万公斤。种苗规划要与造林绿化

规划紧密衔接，以满足造林绿化的需要。到２０００年，规

划新建种子园０．９万公顷，新建母树林４．６万公顷，年

育苗面积稳定在２６万公顷左右。规划目标实现后，可年产

良种１５０万公斤，苗圃生产合格苗木２００亿株。同时要

加强母树林、种子园和苗圃的经营管理，不断增加产量，提

高种子质量。 三、实施规划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宣传动员

，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 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实行全

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是加快林业发展的根本措施。要

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和宣传手段，采取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

大力宣传植树造林是保护国土，改善生态环境，有益当代、

造福子孙的伟大事业；大力宣传《森林法》以及党和国家关

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有关规定；大力宣传积极参加义务

植树运动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动员社会各行各业都来重

视林业，大办林业，要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通过宣传动员，使全体人民进步进提高思想认

识，强化绿化意识，树立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人人有责，参



加植树造林光荣，不履行义务可耻的社会风尚，提高参加植

树造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要使各级领导真正把植树造

林、绿化祖国的工作放到基本国策的位置上，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从各方面给予重视和支持，组织和动

员各方面的力量投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活动中来。还要

使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都高度重视林业，积极支持林业

工作，积极投入植树造林，按照造林绿化的统一规划，认真

完成各自的植树造林任务，真正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一起

上，各行各业一起上，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 （二）

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 要搞好植树造林

，领导是关键。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

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要把植树种

草，绿化祖国的重任放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所有单位领导干

部的肩上”。１９８７年中央２０号文件又明确规定：“实

行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源任期目标责任制”，“森林

资源的消长，应作为考核县领导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中

央关于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的规定，是保证林

业发展带有根本性的措施。实行这个规定，也是各级政府加

强对林业领导的具体体现，是实现造林绿化规划的保证。各

地一定要认真落实中央的要求，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任期绿化

目标责任制。 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要做到明

确绿化规划目标；层层签定责任状；领导亲自办造林绿化点

；定期检查评比；明确考核指标和奖惩办法这五个方面的落

实。要根据造林绿化规划目标进行任务分解，省、地、县、

乡、村层层建立责任制，并通过一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坚持

定期考核，做到奖惩分明。特别要注意使任期目标具体化、



定量化，以便组织落实和检查考核。同时，要注意责任制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受到影响。 （三）

重视政策扶持，增加资金投入。 近年来，党和国家为了扶持

和促进林业发展，制定了一些对林业的优惠、扶持政策，并

且批准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林业基金制度，以广开资金渠道

，多方筹集资金，增加对林业的投入。中央的这些政策，对

造林绿化规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各地一定认真落实

这些优惠政策，并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广开门路

筹集造林资金的措施和办法，保证本地区造林绿化任务的实

现。 从当前国家财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出发，造林绿化所需资

金，应当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的原则，要依靠

地方和群众、多层次、多渠道来筹集资金。各级地方政府要

进一步从财政上和政策上采取扶持措施，增加对林业的投入

，并且切实从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出发，制定筹集林

业资金的各种办法。可以采取国家投一点，银行贷一点，部

门挤一点，省财政拨一点，市、县财政拿一点，乡镇筹一点

，各方面凑一点的办法，广辟资金来源，努力增加对林业的

投入。按照谁用材谁造林的原则，提倡建立原料林基地，采

取多方造林、各负其责、各负其费、各受其益的办法。通过

采取这些办法，不但使造林绿化资金能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而且能使全社会各方面更加重视林业。 在大力筹集造林绿化

资金的同时，也要切实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建立林业基金预

决算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计划的审核。财政、审计部门要

加强审计监督，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从编制计划

到实际工作，都要实行资金与造林营林任务挂钩的制度。逐

步做到下达采伐限额与林业基金征收挂钩，确保应收尽收。



要在林业系统内有偿调剂沉淀资金用于造林，使双方得益。

一定要切实做到把有限的林业资金真正用于造林营林，并最

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实行“科技兴林”，

提高造林质量。 要重视科学造林、营林，实行集约经营，切

实搞好工程造林和科学管理，摆脱长期以来造林质量差、效

益低、经营粗放、管理落后的状况。 对各类造林，都要按照

科学规划进行施工，从种苗、栽植、抚育到管护，都要制定

标准，严格按技术操作规程办事。有条件的地方，要实行工

程造林，按项目管理。一定要切实保证植树造林质量，严格

坚持检查验收，不断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 种苗是造林

的基础，一定要切实做到适地适树，良种壮苗。要按照林木

种子“生产基地化、质量标准化、造林良种化”的要求，认

真搞好种苗基地建设，按造林计划培育和提供符合质量要求

、品种对路的优良种苗，切实改变那种有什么苗，栽什么树

的状况，确保造林实效。 要大力搞好“科技兴林”的工作，

关键是要十分重视对先进的适用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把潜

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各级领导都要重视科技兴

林的工作，要提出具体的落实措施。要结合造林绿化规划的

实施，进一步完善科技推广体系和技术监测、技术服务体系

。尽快推广适用的科研成果，鼓励科技人员参加推广应用工

作，通过实行技术承包、技术服务等多种形式，切实做到科

技成果上山入林，进乡入户，对创出高效益的成果要给予奖

励。同时要根据造林绿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安排林业科研

和攻关项目。还要大力搞好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采取

办各种培训班、技术咨询、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努力提高

林业职工和林农群众的林业生产技术水平。 （五）坚持以法



治林，搞好森林“三防”工作。 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和乱

砍滥伐是森林的三大灾害，也是实现造林绿化规划的重大威

胁。针对这“三害”，要切实加强“三防”工作，这对于保

护森林资源，实现造林绿化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要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抓紧建立健全森林防火、防治病虫害和制止乱

砍滥伐的三个管理体系（“三防”体系），使森林保护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要加强机构，充实人员，实行专项责任制

。 森林保护工作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在预防措施上狠

下功夫。森林防火要做到“预防为主，积极消灭”；森林病

虫害防治要做到“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对乱砍滥伐、乱

捕滥猎，要依靠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严明法纪，强

化管理，加强教育，积极消除各种诱因，防止发生问题，一

旦发生了，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加以制止。 保护森林

必须强化法制管理，坚持依法治林。国家已经颁布了《森林

法》及其实施细则、《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防火条例

》、《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一系列有关法规，应坚决贯

彻执行。同时，还要尽快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使森林保护

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六）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强化

林业管理。 加强森林资源管理是林业的一项带根本性的基础

工作，对控制资源消耗，实行合理经营，促进资源发展具有

决定性作用。 森林资源管理的重点是要抓好林地管理和林木

资源的管理。林地管理的关键是要严格控制占用林地。要按

照《森林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一切林业用地非经林业主

管部门同意并按程序报批，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改为它用，

必须征用、占用林业用地时，应按规定程序报批，林地补偿

费应返还林业部门，统筹用于恢复发展森林资源。 林木资源



管理的关键是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严格控制采伐

限额。对国家批准的采伐限额，各地要认真遵照执行，不得

自行突破。要严格管理制度，实行凭证采伐，凭证收购，凭

证运输。下达采伐限额要与迹地更新和造林任务挂钩，与森

林“三防”情况挂钩，互相制约，促进林木发展。二是要严

格造林检查验收制度，保证造林的数量和质量。除造林部门

按规定检查验收外，资源管理部门坚持进行重点抽查和复查

，坚决克服“砍的多、报的少、造的少、报的多”的不正常

现象。三是要抓紧建立森林资源档案和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做到科学经营、合理经营。四是要建立健全森林资源管理体

系，建立和完善森林资源监测体系，掌握资源消长变化情况

，为林业工作和任期目标的考核创造条件。 区、乡（镇）林 

业工作站是管理的指导林业生产建设的基层组织，是林业的

最基层管理单位。加强林业站的建设，是实现造林绿化规划

的重要保证。要加快建站进度，强化林业工作站的管理，切

实发挥林业站在造林绿化工作中的组织、管理、指导、服务

作用。同时，对木材检查站、林业公检法、护林队伍等各项

基层组织的建设，都要进一步加强，充分发挥作用，使各项

林业管理工作实实在在地落到基层。 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的实

施，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规划实施后，将产生较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可以

展望，到２０００年，五大防护林工程建设规划目标实现后

，将在改变自然面貌，改善生态环境，减和风沙、旱、涝等

自然灾害，增强抗灾能力和保障农业生产稳产高产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我国的黄土高原、太行山、长江中上游等地区

，百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将得到初步控制。“三北”



和广大平原地区“四料（木料、燃料、饲料、肥料）短缺的

矛盾将有所缓解，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将向良性循环转化。太

行山区、海河平原和京津周围地区生态环境将明显改善。沿

海地区的台风、海潮等所造成的灾害将大大减轻，使沿海地

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得到保障。防护林体系建设对农业

生产将带来直接效益，使５亿亩农田得到保护，每年因此而

增产粮食４００亿斤，并为持续的稳产高产提供良好的生态

环境。 用材林基地、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和中幼龄林抚

育规划实现后，全国木材产量将有所增加，国家一般用材和

中小径林的供需矛盾将得到缓和，尤其是造纸材有可能得到

更好的解决。６５０万公顷的经济林和５００个名特优果品

基地县的建设，年总产值可达２４６亿元，将对调整农村产

业结构，合理利用土地，为出口创汇，增加农民收入，起到

重大作用。规划实现后，全国有３３９５万公顷的宜林荒山

荒地将披上绿装，城镇、道路、河流、村屯等基本绿化，全

国森林覆盖率将由现在的１２．９８％，提高到１７％左右

，各林种、树种结构将更趋合理，林业各种经济关系将趋向

协调，为逐步形成一个地域布局合理、生产力高、多层次、

多功能的森林资源体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