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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生态公益林建设与管理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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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龙山县新城街道林业站,湖南 龙山 416800)

摘摇 要:简述了龙山县生态公益林建设与管理的现状,剖析了新时期发挥生态公益林的生态、社会效益与提高林农

收入矛盾,分析了龙山县生态公益林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龙山县实现生态公益林生态、社会效益与提

高林农收入的措施. 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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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

主体. 它具有蓄水保土、防风、固沙、净化空气、提高

环境质量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 生态公益

林按事权等级划分为国家公益林(地)、地方公益林

(地)和其它地方公益林(地);按林种划分为防护林

和特种用材林,而亚林种有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

林、护路林、自然保护区林、环境保护林和风景林等

等. 我县生态公益林按亚林种有水源涵养林、水土

保持林、自然保护区林、环境保护林和风景林等

五种.

1摇 龙山县基本情况及生态公益林建设

情况

1. 1摇 龙山县基本情况

龙山,位于湘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连
荆楚而挽巴蜀,历史上称之为“湘鄂川之孔道冶,地
势北高南低,东陡西缓,境内群山耸立,峰峦起伏,
酉水、澧水及其支流纵横其间. 地域属亚热带大陆

性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雨水充

沛. 全县南北长 106 km,东西宽 32. 5 km,国土总面

积 313 899. 7 hm2,林地总面积为 228 680. 7 hm2,占

国土总面积的 72. 85% ,全县有生态公益林面积

80 344. 5 hm2,占全县林地面积的 35. 13% ,国家级

生态公益林面积有 61 321. 5 hm2,占全县公益林面

积的 76. 32% ,省级公益林面积有 19 023 hm2,占全

县公益林面积的 23. 68% [1] .

1. 2摇 龙山县生态公益林建设情况

龙山县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分三个阶段,一是

2001 年第一次区划了 10 多万 hm2,但 2004 年上级只

认定龙山县国家级公益林46 690. 0 hm2;二是2007 年

第二次区划了省级公益林19 023 hm2;三是2010 年第

三次区划了国家级公益林 14 635. 0 hm2 . 通过几次的

调整后,龙山县现在共有公益林面积80 344郾 5 hm2,其
中有国家级公益林 61 321. 5 hm2,省级公益林 19 023
hm2 . 其中林地权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 124. 0 hm2,林
地权属集体国家级公益林32 991郾 2 hm2,林地权属个

人国家级公益林 28 206郾 3 hm2 . 龙山县生态公益林中

按地类分其中:有林地 46 633. 2 hm2,占公益林面积

的 58. 0%;疏林地 1 422. 4 hm2,占公益林面积的

1郾 8%;灌木林地27 399郾 4 hm2,占公益林面积的

34郾 1%;未成林造林地 4 889. 5 hm2,占公益林面积的

6. 1% . 按林种结构其中:水土保持林59 939. 9 hm2,占



全县林业用地的26. 2 %;水源涵养林1 381. 6 hm2,占
全县林业用地 0郾 06% . 按树种结构:杉木组 13 769. 9
hm2,三杉组 13. 2 hm2,马尾组 42 390. 7 hm2,国外松

组 2 647. 7 hm2,柏木组 3 071. 2 hm2,速生阔叶树种组

2 156. 5 hm2,中生阔叶树种组 7 230. 1 hm2,慢生阔叶

树种组 5 834. 1 hm2 [2鄄4] .

2摇 存在问题

2. 1摇 绿化总量小,宜林地多

摇 摇 从目前龙山县的生态公益林建设情况看,全县

生态公益林面积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比例还较小,
仅占有全县总面积的 25. 60% ,公益林中有林地面

积占有公益林总面积的比例相比之下还较低,只占

有了全县公益林面积的 58. 00% ,绿化总量小,另外

生态公益林中,未成造林地面积 4 889. 5 hm2,占生

态公益林地面积的 6. 10% ,建设任务仍很艰巨,需
要进一步加大生态公益林造林力度,使全县的生态

公益林绿化总量不断增大.

2. 2摇 林分质量较差,防护效益低

龙山县按照生态区位绝大部分属于岩溶地区,
石漠化相当严重,土层瘠薄,我县的公益林绝大部

分分布在这个生态区位之内,林分质量差,树种结

构简单,“远看一大片,近看没几根冶,防护效益低.

2. 3摇 管护投入少,机构不健全

现在全省都还没有正式法律或文件对护林监

管经费作出明确规定,所以这方面是管护方面的缺

失的一个重要环节. 多年来,在龙山县的营林建设

中“重造轻管冶的问题仍突出,没有注意到“节、封、
管、造冶的原则,由于造林在很短时间内可以多得较

可观的利润,所以在我县造林投入较多,管护投入

较少,对公益林的管护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全县

120 多万个生态公益林区域分布在全县 29 个乡镇

(267 个村),点多面广,而现在龙山县的生态公益林

办公室人手少,工作任务大,工作困难度大,有力不

从心之感,导致有的生态公益林监管失控也再所难

免,要建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生态公益林监测监管体

系任重而道远.
目前,龙山县公益林管护基本上由林业部门统

一代管,林农委托林业部门管护,2014 年按上级文

件规定每亩提取 2. 25 元的管护资金(除各局属林

场),全县共提取了 234. 663 7 万元,主要用于聘请

专职兼职护林员和其它监管经费. 其中管护经费是

180. 75 万元,全县 2015 年签订了护林员合同 342
份,平均每一名护林员年工资 5 500 ~ 6 500元,每年

至少需要 200 多万元,而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的护林

监管员没有一点经费,按每个林业站护林监管经费

12 000 元计算,每年至少需要 40 多万元. 缺口 60 万

元以上.

2. 4摇 管理机构不健全,监管不力

公益林的管理涉及面广,管理任务重,但是我

县只有县林业局设有专管的公益林办公室,而乡镇

在监管上主要依托乡镇林业站的力量,对本辖区的

公益林及补偿基金进行管理,对护林员进行监督.
但是由于机构的不健全,人员少,任务重,无经费,
造成监管不力,甚至放任自由. 部分林农的补偿基

金没有到位、护林员的管护不到位也无人监管.

2. 5摇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低,林农管护积极性不高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偏低,林农管护积极性不

高,甚至“监守自盗冶,按照目前的最低行情价格,一
根 4 m 长小头直径 4 cm 的杉木就可以卖 16 ~ 18
元,因此,因利益的趋使,偷伐盗伐时有发生.

2. 6摇 应对森林灾害的设备和设施欠缺、落后

县林业局护林防火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灭
火设施设备极为欠缺,特别是基层重点公益林管护

站没有任何防火设施,更谈不上交通工具、通讯设

备,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将难以及时有效地掌握火

情和组织人员扑救,对公益林的管护极为不利.

3摇 发展对策

通过分析,从当前龙山县生态公益林建设的现

状来看,笔者认为龙山县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管

护,必须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强化管理的同时,要
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树种结构,把公益林建设成

合理的乔灌阔复层异龄的完整结构,使公益林防护

功能得到提高. 还可以在生态公益林地中适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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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种植中药材等经济作物和放养家禽、蜜蜂等,
有条件的还可以适当开发旅游资源,以提高林农的

经济收入.

3. 1摇 加大对生态公益林的政策和功能宣传力度

1)完善基础宣传设施. 在龙山县所有的国家级

和省级公益林区的交通道路两旁尽可能的多建一

些宣传牌、宣传碑,在每个村都建立一个或多个生

态公益林公示栏,同时丰富宣传手段,散发一些海

报形式的宣传单和图片,利用好各种宣传媒体进行

广泛宣传.
2)加强宣传的针对性. 主要针对林区群众对公

益林的政策和功能都不太了解与最为关注的公益

林建设和管理等问题,及时为他们释疑解惑,让他

们了解政策和公益林的作用,明白道理,减少纠纷,
做好群众自觉地维护和支持公益林建设的思想工

作,对维护社会稳定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把领导干部纳入宣传对象. 把领导干部纳入

宣传对象,让公益林政策和功能作用深入领导干部

的心中,不断强化各级的生态公益林管护意识,把
生态公益林建设当成一件关系地区生态安全的大

事,长抓不懈,使生态公益林的兑现和管护得到更

有力的领导支持和政策的支持.
4)加强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 通过开展林业部

门生态公益林管理机构送林业科技下乡活动,向林

区群众发送一些相关政策宣传资料,开办一些有利

于公益林发展的专题讲座,如林下经济发展等,使
林农家喻户晓、人人为我县的公益林发展献计出力.

3. 2摇 规范流程,确保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及时足额

发放

摇 摇 严格执行《湖南省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管理办

法》,采取乡镇村分户造册,面积到户公示,乡镇人

民政府申请,林业局审核,主管财务领导签字,财政

局拨款,财政所采用“一卡通冶兑付到林农. 并且县

林业局与县财政局联合下文,督促资金发放,不允

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或理由滞留、克
扣、抵扣、挪用、挤占生态公益林林农补偿资金,确
保广大林农的切身利益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足额

补偿.

3. 3摇 强化护林员队伍建设,提高管护质量

护林员队伍,作为一支最基层的保护森林资源

的主力军,身兼数职,承担着消除森林火灾隐患的

消防员、森林病虫害的预报员、资源林政管理的信

息员、林业科技下乡的宣传员、维护林区稳定的治

安员等多个角色,其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
队伍建设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按照需要和有关文件精神择优聘用专职兼职护林

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护林员责任落实到每个山

头地块、每个小班;制定护林员考核标准,建立奖励

机制,将考核结果与护林员工资结合起来,充分调

动了护林员的护林积极性.

3. 4摇 组建护林监管员队伍,确保管护到位

而护林监管员要做好监管工作,就必然产生费

用,而监管经费的缺失,导致监管不到位,造成护林

员失控就在所难免,所以护林监管经费应该尽早以

文件形式明确,以确保护林监管经费的落实. 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林业站按照需要和有关文件精神明

确护林监管员,对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的所有护林员

进行有效的监督,确保对护林员的考核准确,确保

所有护林员管护到位. 对不合格的护林员解聘,重
新选拔优秀护林员.

3. 5摇 在生态公益林里适当发展林下经济

尝试引导林农进行林下种植经济作物或适当

养殖禽类等措施. 林下种植充分利用林地资源优

势,在林下种植水果、野菜、香菇、木耳和药用植物;
林下养殖利用林木放养蜜蜂、圈养鸡、鸭、鹅等禽

类,发展养殖业,以此来提高林农收入.
总之,在生态公益林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

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实践,去总结,以便更好的发展

生态公益林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生

态公益林建设,使已破坏的生态系统得到重建、更
新和复壮,使林区林农得到更多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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