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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生态扶贫成果展示之经济林提质增效篇

提质增效，提得是质量，增得是效益。在质量和效益同步升级的同时，最终得实惠的
是人民群众。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吕梁始终把生态脱作为林业“五个一批”脱贫攻坚的重要一
环，也更懂得经济林提质增效，既有利于“增绿”，又有利于百姓“增收”的现实意义。为扎
扎实实推进经济林提质增效工作，全市林业、农业部门请专家、搞培训、强服务，通过“合
作社+专业队+农户”“专业队+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等三种主要形式实现贫困县、贫
困户的全覆盖。从2013年在经济林重点县试点启动提质增效项目以来，在干果经济林
产量、产值进一步增加；富民增收的作用进一步显现；技术服务队伍力量进一步增强；经
营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群众管理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等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
经济林提质增效项目在地位作用上、发展布局上、基层林业部门和广大林农的思想观念
上、资金投入上、管理方式上实现了真正转变。

导
读

今年初春时节，在吕梁举行的 2020年春季

造林绿化暨飞播造林启动大会上，提出了将打

造 14个总面积 70万亩的经济林提质增效示范

园区。

启动大会安排在了位于黄河沿岸的柳林

县，近年来以沿黄生态治理为重点，全力实施了

荒山绿化、通道绿化、生态经济林建设、城镇绿

化等工程，“绿色柳林”建设卓有成效。目前，该

县 林 地 面 积 95.87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4.5%。 2020 年，柳林县营造林总任务 4.3 万

亩，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 4.4万亩。

在此基础上，吕梁市还将抓住国家实施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山西

省实施吕梁山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机

遇，加快绿化吕梁山，让绿色真正成为吕梁发展

底色。据介绍，全市 2020年继续实施“三个 100
万亩”行动，切实把造林绿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良

好态势保持下去。

近年来，我市在经济林的提质增效上下大

力气、大下力气，在生态扶贫具体实施落实中，

重点实施了“三个一百万亩”工程，即，退耕还林

及营造林 100 万亩、经济林提质增效及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 100 万亩，发展以中药材为主的林

下经济 100 万亩）和退耕奖补、造林务工、森林

管护、经济林提质增效、特色林产业等“五个一

批”项目。每年营造林以百万亩速度推进，森林

覆盖率每年以 1 个百分点递增，目前林地面积

已达到国土面积的 62.8%。其中，在实施经济

林提质增效上，完成红枣、核桃、沙棘标准化综

合管理示范基地建设 303.57 万亩，占省任务

172.19 万亩的 176.3%，其中：2016 年 20 万亩、

2017—2018 年 118.48 万亩、2019 年 106 万亩、

2020 年 59.09 万亩。通过深翻土壤、施肥、修

剪、病虫害防治等标准化技术管理措施的实施，

为来年增产丰产奠定基础。

扎实抓好经济林提质增效。全市以沿黄 4
县为主阵地,着力抓好 200万亩干果经济林提质

增效,新发展优质核桃林 20万亩,实施核桃品种

改良（高接换优）30 万亩；实施红枣、核桃综合

管理示范基地建设 100 万亩，其中，红枣 30 万

亩、核桃 70 万亩，力争核桃主要分布区人均达

到 3 亩,其它区域人均达到 2 亩，覆盖产区人口

124.37 万人，带动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助力

38.96%万贫困人口脱贫。其中每年新发展核

桃林 20万亩,实施核桃品种改良 6万亩,红枣、核

桃标准化综合管理示范基地建设 20万亩。

宜林地栽完了怎么办？岚县把目光转向已

经成活的库存经济林，进行提质增效，贫困户也

能通过劳务受益。甭管是什么林，它在那里，就

需要防火、防牲畜啃，就需要管护，也能带动一

批护林员脱贫。这些都做完了，岚县又发现了

一块“新大陆”：在退耕还林地上，有意识地引导

合作社种植沙棘林。

具体说来，在种植沙棘林后，原耕地的农户

以土地折价入股。5年之内合作社负责管护沙

棘林，5 年后进入盛果期，拿出沙棘收入的 6%
进行分红，承诺保底每亩 50 元。贫困户在这 5
年间，除了参与种植、管理的劳务收入，还有退

耕还林地每亩 1500元的补偿。

这意味着，林业资产性收益赋予合作社更

多可能，推动合作社从单纯从事绿化的初级阶

段，转而成为一个集“造林、提质增效、产业发

展”为一体的复合平台。

石楼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围绕

打造“沿黄生态旅游县、乡村生态廊道县、经济林

提质增效县”的思路，坚持绿化、彩化、财化的有

机结合，依托退耕还林、经济林提质增效、林下经

济三个 10万亩工程，重点实施“一园一路两林”

工程，实现生态增量、林业增效、农民增收。

汾阳市认真总结核桃产业提质增效示范基

地建设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高接换优、整形修

剪、技术培训等三项主要工作，使得核桃产业真

正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首先以

高接换优为主要措施，积极推进品种改良。通

过近年来示范基地的带动，全市果农对高接换

优改造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为此，汾阳市紧紧

抓住这一有利社会环境，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

和吕梁市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动员、

组织农民自发进行配置改造，争取完成 5 个市

级的“一村一品种”的建设任务。同时，带动农

民零散改造完成 5000亩；第二是以 5位科技专

家为支撑，建设“高投入、高品质、高产量”“三

高”示范基地 500亩。全市积极联系 5位全省核

桃科技专家，在主要核桃产区选择 10个左右的

不同树龄、不同品种、不同地力条件、群众参与

积极性高的基地，通过标准化水肥管理和整形

修剪、测土配方施肥、严格的病虫害防治、合理

间种、适时采收等手段，通过技术、财力、人力等

多方面的高投入，实现核桃干果的高品质和高

产量，提高示范基地单产收益，通过 3 年时间，

使这些基地亩产核桃达到 500斤以上。同时做

好技术措施的整理总结，为全市乃至全省提供

可看、可学、可用的高产高效典范；第三以整形

修剪为主要措施，建设标准化综合管理示范基

地。汾阳市在抓好 10 个标准化综合管理示范

基地管理水平上档升级的同时，突出抓好新建

5000 亩示范基地的建设工作，以这些基地为示

范，辐射带动全市果农实施标准化综合管理，争

取完成 2万亩的标准化综合管理基地建设；第四

是加强技术培训，做好以专业管理服务团队建

设。各乡镇、村要把综合管理技术服务团队建

设，作为解决当前因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带来的

核桃管理技术队伍后继乏人现状的主要途径，

鼓励返乡青年、中高考落榜回村务农人员等积

极投身核桃产业，充实技术人才队伍，争取年内

完成新培育专业技术团队 5 支，培训果农 3000
人次，进一步提高全市果农科学种植技术水平。

白露到、竹竿摇、小小核桃遍地跑。每年的

白露时节，孝义市在做好该品种推广的同时，将

继续选育孝核系列品种，做好抗晚霜品种的科

研工作。

任何一个产业，良种是关键。为了优化种

植品种，孝义市对核桃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低产

低效林有计划地实施品种改良，坚持“适时，实

地、实用、实效”的原则，按照核桃生产物候期，

从春季防晚霜冻害、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到

夏季修剪、高接换优、施肥，秋季采收、整形修

剪、涂白等各个环节，采取理论授课和实地示范

指导相结合的形式，针对核桃生产、管护中出现

的问题集中进行解答处理。

树种活了，除了管护的问题，就是提质增

效，让它发挥更好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在经

济林提质增效掘方面，吕梁将持续利用本地多

年来从事林业生态建设、具有丰富操作经验的

“土专家”，常年蹲守基层，开展实地培训、技术

指导。通过多种形式、常年不间断的培训，使全

市林业战线人才有了充足的储备，多年的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营造林技术经验，真正让经济林

有颜值有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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