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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平原地区林下复合经济新样本

村民在家庭农场里采摘林下种植的菊花 宋 杰 摄

林下作业

收割机在任泽区西固城乡后台南村收获谷子 宋 杰 摄 林下蔬菜

□ 李季平 兰 云

国家储备林工程，既是保障国家

木材安全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015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建设一批高水平木

材储备生产基地，保障国内用材。河

北省邢台市任泽区作为试点，以探索

平原农区储备林建设为使命，通过行

动，6.5万亩植树工程不仅为这块平原

地区绘就了亮丽绿色，在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上交出了出色“答卷”，也全面

激活了林业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功

能和效益，科学多样化的林下复合经

济结构，成为平原地区林业现代化建

设的样本，得到原国家林业局的高度

肯定。

补生态短板
交出美丽“答卷”

邢台市任泽区（原任县）位于华北

平原腹地，2020年6月撤县设区。因

境内九河汇聚，大陆泽洼地横贯南北，

曾是有名的“水乡泽国”，故为任泽区。

这里总人口38万，植树造林面积

却达到18.5万亩。林中有城、城中有

林，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在仅有

8万人口的城区内，建有24座公园。

因为绿化成绩突出，先后摘得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桂冠。近年

来，这个传统平原农业县，认定生态优

先这一目标，经过持续奋斗，硬是将一

个个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走出了

一条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任泽之路”，

向社会提供了平原地区区域造林绿化

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2018年，河北

省园林城市创建暨公园绿地建设工作

推进会在此召开，其先进经验赢得了

广泛赞誉。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

然要求。近些年，任泽区委、区政府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永恒课

题，秉持生态优先补民生短板理念，将

造林绿化作为重要生态工程和重大民

生实事科学谋划，将绿色发展贯穿全

区规划建设管理中，以改革的思维、

创新方式，将“城旁、路旁、河旁、村旁”

作为绿化重点区域，突出“生态林绿化

保绿量、城区绿化提品位、廊道绿化出

形象、环村绿化带产业”，使城乡品位

不断提升，让老百姓从中分享到了更

多的生态福利。

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为2016年

的 2倍，达到 28.5%，人均公园面积

13.5平方米，农田林网绿化、道路绿化

率为85%，村庄绿化率达到51.04%；

城区绿地率为42.99%、绿化覆盖率为

46.98%，两项指标均具全市第一。

走在乡间，沿路、沿河、村旁、街边，

绿树环绕、生机盎然，乡村绿化见缝插

针般逐年递增。今年在全区8个乡

镇造林4000余亩，在81个村开展的

街道、庭院、隙地绿化行动，植树达到

8.9万棵，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乡村全面

振兴交融互动，村村成了美丽乡村。

城区内，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就

是公园、游园，集中连片，蔚为壮观。

为了补齐城建方面民生短板，为居民

创造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环境，任泽

区委、区政府宁可牺牲财政收入，也

要践行生态优先理念。据了解，城区

内的人民公园，原是一处面积650亩

的废弃砖窑，因地段优势突出，被列

入房地产开发计划，但是区委、区政

府毅然放弃近2.8亿元的出让金收

益，建成了高标准公园，让绿色福利普

惠百姓。

在规划的田间，所到之处是一望

无际的一排排国槐、白蜡、银杏、千头

椿等树木，林下是蔬菜、中草药、花生、

辣椒等高效农作物。任泽区官方数据

显示，这里林地面积最多的是国家储

备林，其次是经济林。2017 年~2020

年，国家储备林总面积达6.53万亩，经

济林0.852万亩，几乎遍及全区所有乡

村，成方连片的林地有92个片区，其

中千亩以上的有14片，最大片区为

4800亩，俨然一个大氧吧。这里改善

的不仅仅是生态，美丽景色处处可见，

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正在逐渐显现。

精准施策
建机制解难题

任泽区3万余公顷的农田集中连

片，是农田林网建设的重点区域。随

着国家储备林工程项目的陆续实施，

2016年该区被列为全国储备林建设

试点。

明确了任务，接下来该怎么干？

作为农业地区，面对基本农田这条红

线，怎样才能交出满意“成绩单”？当

时的县委、县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是，

大规模造林绿化建设中，如何在保护

耕地与植树造林之间实现平衡。

快速形成一揽子措施后，任泽区

按照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部署，根

据储备林相关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在

强劲合力推动下，经过4年努力，有针

对性地破解了多项瓶颈制约，有效保

护了基本农田，为平原地区探索林业

发展积累了有益经验。

实施中，科学谋划、精准部署尤为

重要。任泽区将造林绿化围绕“四项

结合”做了顶层设计，即与国土空间规

划和重点领域清理规范结合，与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结合，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美丽乡村建设结合，与深化产业

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结合，实现了

同步共赢；破解了融资、土地流转、后

期管护等多项难题，并高标准完成了

6.5万亩植树工程。

首先解决“地从哪里来”这一关键

问题。一是将全区的“城旁、路旁、河

旁、村旁”空地列为绿化重点。二是根

据上级政策制度，采取“征租一次清”

方式，对城区道路绿化和周边防护林

建设用地，一次性付清征地款，林地由

政府统一植树和经营管理。三是政府

以“返租”方式，将农民已经流转给大

户的部分土地返租回来，统一造林，树

权归政府，承包大户负有连带管护责

任。政府将土地流转费由每年每亩

800元提高至1200元。听说村旁、路

边种树还能挣钱，村民们都积极参与，

从而有效解决了地的问题。

地的问题解决了，“钱从哪里

来”？作为一个财政能力有限的县区，

融资难同样是要破解的难题。任泽区

充分利用以农发行贷款开展国家储备

林基地建设的政策支持，创新实施“造

林+扶贫”模式，通过整合扶贫资金入

股方式，撬动农发行贷款，以2500万

元扶贫资金撬动农发行11,750万元

贷款，建设储备林1.6万多亩，使2084

户贫困户每年每户有了1200元的固

定分红。这一实实在在的收益吸引了

370多个贫困户以土地入股，与承包

大户合作建设储备林近4000亩，以每

年树木增值 10%计算，共计可增收

260万元以上。

钱的问题解决后，“树由谁来种、

谁来管”？任泽区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了专业化林木种植公司负责“种、管、

护、营”一体化运营，实现从种到伐专

人管护，确保树木种得活、留得住，保

证树木成活率和种植效益，彻底解决

了“年年种树不见树”的难题。

高效利用土地
生态经济双丰收

在大规模造林绿化中，如何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

共赢？任泽区委书记李海林表示，任

泽区将以储备林建设为载体，根据不

同树种特点和生长年限，发展立体复种

式林下经济，高效利用土地，加快农业

结构调整，实现土地增产、农民增收。

怎样才能使储备林土地资源得到

高效利用？为此，任泽区多个部门下

足了功夫做调研，在此基础上，结合

林下种植的实际需要，将政策要求的

行距、株距均为3米改成了行距4米、

株距1.6米，每亩由75棵增加到104

棵，实行南北行栽植模式。实践证明，

这一调整既为林下作物的受光、灌溉、

管护、收割预留了空间，又提升了经

济效益。

金银花、菊花、板蓝根、蔬菜……

这些高效作物的种植，不仅实现了“千

金粮万元钱”，还推动了别具特色的林

下经济发展，构建起一道美丽的风景

线。任泽区依托储备林资源，宜苗则

苗、宜药则药、宜养则养，发展林药、林

油、林苗、林菜、林禽、林菌等林下种养

殖3万余亩，2084户贫困户实现了持

续稳定增收，林下复合经济成为村民

脱贫致富的新渠道。

据统计，2019年全区林下经济总

产值约1500万元，参与储备林管理和

经营的村民有8000多人，人均年增收

1.6万元。预计2020年全区林下经济

总产值将突破2000万元。大地园林

公司负责人孟建平介绍说，长期在公

司打工的村民有数百人，农忙时的临

时工更多，公司每年有两三千万元的

工资支出。

有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

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扣除

各种成本最多赚上七八百元。如今，

土地流转后，腾出手还能多挣钱。一

年四季，只要想挣钱，林子里有的是

活儿。

根据树木成长规律，4年后储备

林便会林下成荫、遮天蔽日。接下来

的林下作物怎么种植？结构怎么调

整？为解决这一问题，任泽区相关

领导多次带队去外地考察学习，找

农业专家进行探究。目前，一系列可

行性种植方案已初步形成，有待持续

探索实施。

是重要使命
也是初心

李海林对持续推进造林绿化和发

展林下经济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据

他介绍，搞林下复合经营最初的设想

是向四个方面要效益。

向生态文明要效益。农村中再种

植传统农作物，很难实现大的增收。

要实现新的突破，就要把大生态文明

基地打开，通过生态修复和生态涵养

创造一种新的生产环境，这种新的生

产环境可通过国家储备林来实现。

向立体空间要效益。农业生产单

一空间只能产生固定财富，所以要向

立体空间发展，在同样单位面积中多

维度发展。即：顶层是树木，下面是粮

草，然后再养殖鸡鸭鹅等家禽，形成三

层空间。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块土地

上，同时利用三个空间，向最高含义的

复种指数要效益，提高同样面积下的

投入产出比。

向生产方式革命要效益。旧有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不

能再重复延续，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

程度，让农民加入越来越多的合作组

织；提高土地的组织化程度，把土地组

织起来，让更多会种田、能提高土地生

产质量水平、提高土地亩均效益的人

来种植；提高农民、土地、农产品、农村

闲散资金四方面的组织化程度，让越

来越多的人能够跟上大生产，改变一

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通过生产方式变

革把小农经济整合起来，以适应现代

化农业发展需要。

向结构调整要效益。通过农业、

种植业、农业复合经营、农林蛋菜奶、

甚至高耗水农业和低耗水农业的结构

性调整，使林下复合经营成为特色和

品牌，促进提质增效增收。

通过几年的改革探索，任泽区造

林绿化和林下立体复合经济发展的

影响不亚于一次绿色革命，其倡导者

李海林对新时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

思考也在不断向纵深发展。为了保证

树木成活率，今年4月，任泽区专门成

立了创森工作领导小组，精选业务骨

干成立专班，做好完善规章制度等工

作，实行项目化管理、挂账式督办，全

面构建管理责任体系，同时制定《林木

采伐管理规定》，组建消防、应急管理、

民兵等600多人的管护队伍，形成了

县长亲自主抓的高压态势。

为了顺应自然生态的进一步延

伸，任泽区聘请同济大学专家团队，结

合全区河流及绿化现状，制定出台《生

态建设规划》，完成《任泽区绿地系统

规划（2019-2035）》修编工作。根据

规划，任泽区将打造总长46.5公里、总

蓄水量约450万立方米的“四河八湖”

水网格局，构建河河相连、河湖相通、

水绿交融的生态之城，可复制可推广

的平原农区造林绿化样本也将更加完

善、更具借鉴意义。

通过几年来的努力实践，任泽区

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还为营商

环境增加了分值，有力促进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任泽区厚植绿色底蕴，一

片片郁郁葱葱的绿树已经成为一块块

吸引投资者的金字招牌。今年2月，

总投资33.29亿元的8个科技环保类

项目开工建设，涵盖农副产品冷链物

流、畜禽养殖产业化、数控机械等多个

领域，其中邢台新合作供销集团的投

资达到10亿元。这批项目的落地，将

进一步完善任泽区的产业生态圈和生

态链。

“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

是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念有着深刻

的认识。这些理念对我国的农业发展

以及未来农村地区的善治都有着深刻

影响。我们从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中

总结出一些经验和做法，未来将继续

坚定不移地推进平原农区储备林建设

和林下复合经济发展。”简短的几句话

道出了李海林这位基层领导者的初心

与决心。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由邢台市

任泽区委宣传部提供）

河北邢台市任泽区4年建设国家储备林6.53万亩，并依托储备林资源发展林药、林油、林苗、林菜、林禽、

林菌等林下种养殖3万余亩，2084户贫困户实现持续稳定增收，交出全国储备林建设试点优异“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