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业 发 展

中国科技投资 CHINA VENTURE CAPITAL10

生态环境建设背景下林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济南市莱芜区杨庄镇人民政府   张景东

摘要摘要：截至 2022 年底，我国的森林面积为 2.20 亿公

顷，森林覆盖率为 22.96%，位居世界第五位，其中，人

工林面积达到 0.69 亿公顷，蓄积 24.83 亿m3，森林蓄

积量居世界首位。但在林业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林业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意

识薄弱、林木种植结构不合理等。对此，本文首先阐述

生态环境建设背景下林业发展现状，然后提出一些有

效的应对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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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具有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降噪
防尘等功效，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旦森林遭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也将面临着严峻考
验。基于此，各地林业部门应结合当地的森林现状，制
定一套科学系统的林业发展规划，并通过调整林业产
业结构，创新林业管理机制，完善林业资源保护措施，
促进林业稳步发展，进而凸显生态环境建设成效。
一、林业资源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净化空气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速度的逐年加快，

工矿企业数量与日俱增，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毒、
有害气体量也不断增加。例如，二氧化碳能加剧地球
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硫与二氧化氮会形成酸雨，进而
危害人体与农作物。而森林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二
氧化硫等气体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以二氧化硫为例，
森林资源对二氧化硫的吸收率最高可达到 50%以上。
由此可以看出，林业资源在净化空气、降低环境污染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防风固沙
与草本植物相比，树木根系发达，深入土层庞大

的树木根系可以牢牢锁住土壤，如果树木集中在一个
区域，会出现“连片效应”，使该区域的土壤层形成一
个牢固的整体。即使遭遇大风天气，成片的树木也能
构建一道坚固的防护墙，以此阻挡风沙的侵蚀。尤其
对于荒漠化较严重的北方地区，林业资源能大幅降低
扬尘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有效控制土地沙
漠化的发展速度。

（三）调节气候
树木具有蒸腾作用，能将体内的水分释放到空气

中，还能在阳光照射下产生光合作用，释放大量的氧
气。而在释放水分过程中，树木吸收大量热量，迅速降
低周边的温度。在树木的蒸腾作用下，大量的水蒸汽
遇到冷空气之后会形成降雨，进而改善当地的气候条
件。因此，国内多数林区的农业生产活动异常频繁，究
其原因是林区降水量充足，能满足农作物生长对水资
源的需求。此外，森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降低
噪声的作用，如图 1所示。

图1   森林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生态环境建设背景下林业发展现状

（一）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
目前，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树木的肆意砍伐。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

的天然林面积减少约 40 万公顷，而被砍伐的树木，大
多被用来加工生产木制家具、木制工艺品、一次性筷
子等产品。虽然国家出台了《森林法实施细则》，规定
了树木的采伐年限，但在国内个别地区肆意砍伐树木
的行为仍屡禁不止。
第二，大面积开垦林地。作为人口大国，粮食问题

始终倍受关注，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地区开始大面积
开垦林地，导致林地土壤受到严重破坏，森林植被的
再生与恢复能力也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薪材的大量采集。初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

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约有 1亿m3 林木被用作燃料，尤
其在人口急剧增长的背景下，一些农村地区对薪材的
需求量逐年上涨，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
第四，人为放牧。当前，国内的一些林地俨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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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放牧场地，每到放牧时节，大量的牧民直接瞄准
天然林地，导致大片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从而影响林木
资源的恢复能力。由此可见，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是导
致森林覆盖面积下降的直接原因，要想保护森林资源
与自然生态环境，需要节制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才能
提高森林覆盖率，使林木资源的蓄积总量增加。

（二）林业资源保护意识薄弱
保护林业资源不仅仅是各地区林业部门的主要

职责，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及配合，才能凸显
林业资源的保护成效。就当前社会大众的保护意识
来看，大多数人保护意识薄弱，甚至毁坏林木。例如，
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几次森林大火，大多数都是人为
造成的。一些火灾是有人违反了烧荒禁令，在林地
周边大面积烧荒而引发森林大火，还有一些火灾事
故由于人们进入山区林地祭祖烧纸所致。由此可见，
不少人对林业资源的保护意识仍停留在口头上，而
在行动上违背了资源保护法令。另外，对林业资源
的管理者而言，保护林业资源是管理者的责任，但
在实际工作当中，有些管理人员缺乏保护意识或保
护措施与手段落后，导致林业资源的保护效果差强
人意，森林资源受损。

（三）林木种植结构不合理
森林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各地区的林业部门也进一步加快了生态林的
种植速度，但种植生态林属于国家公益项目，参与这
一项目并不会产生经济回报。于是一些林农将目光直
接转向了用材林与经济林的种植，获取更多的经济效
益。另外，国内一些地区的林业部门为了节省造林成
本，往往种植一些速生林木，这种单一树种的种植结
构不仅会提高病虫害的发生概率，还会让树木本身的
生态防护功能丧失。例如，某地区在造林过程中，栽
种了大量的速生杨，栽种面积占林木总面积的 80%以
上，主要原因是杨树的引种成本低，每株杨树的成本
为 3～4 元，同时，杨树是所有树种中生长速度最快的
树种，年胸径生长量能达到 2cm以上。这种单一的林
木种植模式，会提高病虫害的发生概率，该地区栽种
杨树不到两年的时间，暴发了杨扇舟蛾虫害，降低了
部分树木的成活率。另外，林木资源具有调节气候、净
化空气的生态作用，但因为各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地理
环境不同，所以栽种的树木也存在差异，如果忽略了
自然环境因素，树木的成活率也将大幅降低。
三、生态环境建设背景下林业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明确林业产权，加大监管力度
为了防止森林资源过度开发，各地区林业部门应

优化现有的林业保护政策与林业产权机制，使广大林

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规可守。
首先，改革林地的使用权与林木的所有权，制

定并出台保护林农切身利益的管理机制，真正实现
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进而调
动广大林农参与林业发展的积极性，使林业产业实
现健康、快速、稳定发展。例如，《森林法》明确规
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主要包括国家所有权、
集体所有权与个人所有的林木这三种所有权形式，
各地区林业部门应结合本地区现有的林木所有权形
式，参照《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条文，进一
步明确每个区域的林木属于国家、集体或个人所有，
才能为林业产业开发与后续的监管工作提供有力的
政策与法律支持。
其次，为了防止乱砍滥伐现象，建立一道坚固的

林业资源防护屏障，各地区的林业部门应强化行政监
管职能，加强对林木的采伐管理，严格审查林木采伐
许可证，避免出现证件造假现象。对于木材的流通环
节，林业部门应创新现有的监督管理机制，使木材流
通管理环节井然有序，特别要加大对木材加工企业的
监管力度，一旦发现和查处木材的乱收乱购现象，发
现一起、打击一起，并联合森林执法部门严肃处理相
关企业与直接责任人。在林木砍木砍伐过程中，为防
止过量、过度采伐，林木管理人员要及时对砍伐区域
的树木进行检尺复核，并制止过量采伐的行为，将直
接责任人送交公安机关立案审查。

（二）建立自然保护区，增强资源保护意识
基于对林业资源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的主导作

用的考虑，各地区林业部门应结合本地区的林业发展
现状，建立以保护生态环境与林业资源为主的自然保
护区，进而将林业资源与各种生物资源融入到一个生
态圈之中，促进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为了增强人们爱林、护林的意识，第一，林业部门

应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应用优势，通过网络平台、短
视频平台、微信、QQ等社交软件，向人们宣传林业资
源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人们都能主
动参与到护林行动中。例如，国内某自然保护区以保
护区的名义建立微信公众号，凡是进入保护区的游客
都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自然保护区可以定期
发布关于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景观、林业资源的保护措
施、游客游览景区的注意事项等。借助公众号的语音
与文字互动功能，游客可以随时对游览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人员进行实时互动，也可以
针对林业资源的保护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
议，从而建立一个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林
业资源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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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打造一支专业素养高、执业经验丰富的护
林队伍，除了加强培训以外，还要经常开展护林演练。
例如，某地方林业局每年都会开展护林防火演练，实
操项目包括火险预警界别、林火监测、信息报告与处
理、火灾扑灭、扑火指挥等，锻炼和培养护林人员应对
突发事件时的临场应变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林
业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

（三）调整种植结构，优选种植技术

针对树种单一的问题，各地区的林业部门应及时
转换思路，适时调整林木的种植结构，最大限度地降
低病虫害发生率，促进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在选择
树种时，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应结合当地的自然气候
条件与地质条件，选择适应能力强、抗逆性强、成活率
高、经济性好的树种，并通过多树种搭配的方法，促进
林木健康茁壮成长。以适合于北方地区种植的树种为
例，如表 1所示。

表1   适合于北方地区栽种的林木品种

序号 树种 形态特征 生态学特征 造林技术

1 油松 叶为两针一束，两针长度相等，均在
10～15cm之间，边缘有细锯齿。

喜光、抗寒、耐旱，喜酸性与
中性土壤。

造林密度296～444株/亩，适合于植
苗造林

2 落叶松
乔木科，高35m左右，胸径60～90cm，
幼树树皮深褐色，老树树皮灰色，树
冠卵状圆锥形。

喜光、耐低温，适应性强，根
系较浅，树龄长，可达200年以
上。

多采用鱼鳞坑、穴状或者带状坑种
植，用材林需要是两年生一级苗，
公益林一级苗与二级苗均可。

3 侧柏 树冠幼时塔形，老时广圆形，叶全部
鳞片状。

适应性强，耐涝能力弱，耐修
剪，喜光、喜温。

适合低山、低海拔地区，鱼鳞坑整
地方式，植苗造林，乔木造林密度
为2.0×1.5m，灌木为2×1m。

在优化和调整树种结构的同时，林业人员应灵
活运用造林技术，例如，嫁接、扦插、换头等。技术
人员可以根据树木的生长习性，向林农详细讲解每
一种造林技术的具体操作方法与利弊，提高林木成
活率，充分体现林业资源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实际
应用价值。
四、结语

通过对生态环境建设背景下林业发展现状的分析
可以看出，目前各地区林业产业均朝着可持续性发展
方向过渡，林业资源在推动生态环境建设进程方面表

现出的主导优势愈加明显，因此，各地区林业部门在
做好林业资源保护工作的同时，应建立一套切实可行
的林业发展规划，为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注入
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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