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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生态扶贫成果展示之合作社造林

在吕梁，合作社造林已经成为一张发展名片。造林专业合作社作为新时
代吕梁人民弘扬吕梁精神、勇于改革创新的重要实践成果，在脱贫攻坚以来，
吕梁通过组建农民造林专业合作社，探索出一条增绿与增收的双赢的路子，让
贫困群众在打造绿化家园的过程中增收致富。现如今的吕梁山，山头绿了，村
民腰包鼓了。

导
读

一项举措只有在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才

会被认可，并推广实施。

合作社造林不失为吕梁市生态建设扶

贫工作中的一项创新性举措，也曾得到党和

国家领导的高度肯定，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

缺林少绿，生态脆弱，贫困人口多、贫困

面大是吕梁林业发展实际。如何着力破解

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结合不紧的问题？吕

梁面对现实问题，在脱贫攻坚这一历史性重

大决策中，主动作为、敢于创新、勇于实践，

探索出一条组建扶贫攻坚造林合作社的创

新模式，让生态建设成为农民增收脱贫的过

程，走出一条具有吕梁特色的生态脱贫之

路，全力在一个战场上打赢生态治理与脱贫

攻坚两场攻坚战。

据介绍，吕梁各地的扶贫攻坚造林专业

合作社，成员均在 20 人以上，其中 80%以上

都是建档立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以造

林绿化、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政

府负责制定造林规划和标准并提供相关服

务，农民自主造林，验收合格后，由政府购买

或者通过市场交易变现。通过造林合作社，

吕梁各县农民获得了经济效益，社会获得了

生态效益。

岚县算得上是吕梁合作社造林工作的

“佼佼者”，也在创新实践中获益匪浅。从

2016年开始，岚县把生态治理与精准扶贫结

合起来，在全县推广“合作社+贫困户”的造林

模式。岚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是吕梁山生态脆弱区治理重点县。针对全县

贫困人口集中在深山区、“守着金山要饭吃”

的实际，该县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唱“山歌”，念“林经”，全面实施生

态治理工程、生态保护工程、生态增效三大林

业重点工程，以身边增绿、林业增效、产业富

民为目标，积极推进购买式造林、合作社造

林、资产收益造林等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生

态脱贫的新路子，通过这一系列的生态创新

模式，将中央、省、市投资的造林资金，逐渐变

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银山，以此带动了

5000余名贫困户稳定脱贫。实现了一个战场

打赢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岚县生态扶贫路径在省内外引起重大

反响。2018 年 10 月 10 日，省林业厅通报推

广岚县典型事迹。2018 年 11 月 13 日，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三部委联合发文推广

山西岚县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经验。

马兰柱与村里的 48 户贫困户成立了林

得财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2016 年以

来，共完成了 2060 亩的造林任务。村民老

马。他说：“每亩人工投入 420元，3年后，国

家验收购买，每亩 550元。我们能赚 90多万

元，每家就能分 2 万多元。”截至 2017 年，岚

县通过专业造林合作社已完成 6万亩荒山荒

坡的造林任务，带动 9个乡镇 23个村 1737人

稳定脱贫，人均劳务收入达 5000元。

临县是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贫困大县，

当地组建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286 个，

吸纳贫困劳动力 1.14万人，2017年完成造林

绿化任务 33万亩，居全省之首，人均劳务收

入达 7000元以上，基本实现了“一人造林，全

家脱贫”的目标。白文镇李家湾村是临县生

态扶贫试点村，贫困户李有生把自家的 7亩

地退耕还林全部种上了核桃和杏等经济作

物，并在合作社中参与造林，通过退耕还林

政 策 补 助 和 在 合 作 社 打 工 植 树 实 现 了 脱

贫。李有生表示，“现在生活富裕了，今年我

还要给儿子娶媳妇，好日子就要来了。”

曾经荒山野岭的贫困村落，如今都是郁

郁葱葱的绿色森林。通过把生态建设作为

脱贫攻坚的重要桥梁，吕梁打赢了脱贫攻坚

和生态治理两场战役。吕梁在脱贫攻坚中，

跳出传统扶贫思路，不断探索新模式，围绕

购买式造林、合作式造林、合作社造林等方

式，实现了产业扶贫全覆盖。吕梁市委、市

政府的谋划、部署、推动下，合作造林质量越

来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

——购买式造林。由县级政府组织编

制三年绿化总体规划，根据政府购买服务有

关规定落实承接主体。利用小额贷款，扶持

林权权利人自主开展小片造林。支持资金

实 力 雄 厚 的 专 业 化 造 林 企 业 承 接 规 模 造

林。造林 3-5年林木成活保存稳定后，经林

业部门验收，一次性购买支付造林费用。

——合作式造林。充分发挥省直三大

国有林管理局的资金和技术优势，积极推进

公益林托管和合作式造林。坚持就近合作、

全面参与、互利双赢的原则，三个省直林局

与 10个贫困县全部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就下

一步合作事宜进行深入调研。目前已落实

公益林托管 4.64万亩。

2016 年，岚县率先推行合作社造林改

革，由造林大户或能人牵头组建，吸纳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加入，变以往的专业队造林

为合作社造林，变招标为议标，既简化了程

序又提高了效率，既调整了生产关系，又解

放了生产力，使造林工程每一个环节都与贫

困户相连，变以往的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

变“要我造林”为“我要造林”。在总结岚县

合作社造林的基础上，2017 年，吕梁在全市

迅速推广，大面积大范围成立了合作社 1391
个，基本达到重点区域村村都建有合作社，

通 过 议 标 就 近 承 揽 造 林 任 务 ，形 成 了“ 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模式。

——升级版合作社造林。2018年，吕梁

在石楼试点推广“党建+合作社”模式，由村

党支部领办，规范了原有 57家造林合作社，

又重新组建了 75个造林专业合作社，在党支

部的核心引领下，激发了贫困户参与造林的

积极性，确保了贫困户的收益，而且村集体

经济实现了“破零”，造林质量有了很大提

高。为此，吕梁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扶 贫 攻 坚 造 林 专 业 合 作 社 规 范 管 理 的 意

见》，在全市推广“党建+合作社”模式，进一

步拓展合作社业务，拓宽增收渠道，着力破

解了合作社发展后劲不足的难题。

——合作总社。 2016 年，兴县开始试

点，建立了合作总社。合作总社是以村为单

位组建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镇、村党组

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

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

指导、监督。经过几年的试点，逐步形成了

“政府+合作社+社员”、“公司+合作社+社员”

的基本模式。政府通过议标形式，把林业生

态建设项目及 100万元以下的道路、水利、美

丽乡村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承揽给合作社，

合作社组织社员实施，获取经济收益，在剔

除运营成本及相关人员工资的前提下，25%
归村集体，10%分配给贫困户，10%作为管理

人员绩效，10%作为公积金，5%作为公益金，

剩余 40%由所有社员按股分配，实现了村集

体、合作社、全体社员三方共赢目标。

实践告知我们，合作社造林有三个好

处：一是不养懒汉，让贫困户靠双手脱贫，能

够扶志；二是把相对分散的贫困户整合起来

进行培训，让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够扶智；三

是实现扶贫和增绿双赢。其中的关键在于，

贫困户既能造林也能分红，让贫困群众得到

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在脱贫攻坚决胜决战、全面建成小康之

际，作为生态脆弱区和国家级贫困地区的吕

梁市，还将持续创新合作社造林机制，探索

出了“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

“党支部+合作社”等多种合作模式，不断完

善合作社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吸纳贫困人口

进入合作社，确保所有造林任务都有贫困户

参与，为全省在“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做

出了表率和垂范。

了山头 了日子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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