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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县城市周边绿化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

杨斌谱
( 四川省资中县林业局，四川 资中 641200)

摘 要: 阐述了资中县城市周边绿化现状，分析了资中县城市周边绿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资中县城市周边绿化

发展对策，为资中县城市绿化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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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资中县新城区的规划已

经确定。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周边的丘陵山头裸露，

森林植被少，绿化树种单一，景观效果差，水土流失

严重等问题日显突出，城市周围绿化的薄弱状况越

来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其生存空间和生态环境越

来越高的要求，也日渐影响和危及到中心城区的生

态安全，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发展竞争力的进一

步提升和增强。鉴于此，迫切需要开展城镇生态绿

化工程，进而改善和提高城镇居民的人居环境质量。

1 自然地理概况

资中县地处四川盆地中部，东邻东兴区和安岳

县，南接威远县，西连仁寿县，北靠资阳市。幅员面

积1 734 km2，辖 33 个乡镇，总人口 131. 09 万人。资

中县位于成渝两市之间，沱江中段，距成都 140 km，

离重庆 190 km。成渝高速公路、321 国道、成渝铁路

及沱江横贯全境。县内以丘陵广布、溪沟纵横为其

显著地理特征。母岩多为中生代紫红色砂岩和泥

岩，质地松脆，极易遭受侵蚀和风化。由于全县农业

复垦指数高，森林覆盖率较低，每当夏季雨水集中

时，常造成水土流失，是我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

区之一。

2 城镇周边土地利用现状与绿化现状

2． 1 城镇周边土地利用现状

从资中县城镇周边土地现状统计表( 表 1 ) ( 仅

统计沿资中县城市总体规划边界线平均向外辐射 2
km 的环形区域) 。可以看出在城镇现有林业面积

5 909. 50 hm2，占此区域内幅员面积的 19. 51%，可
见城镇周边区域的林地面积较少。

表 1 土地现状统计表

统计单位
土地面积

( hm2 )
林地

( hm2 )
耕地

( hm2 )
其它用地

( hm2 )
合计 30 077． 00 5 909． 50 9 612． 10 14 555． 40

水南镇 4 651． 00 646． 60 1 073． 60 2 930． 80
重龙镇 5 353． 00 1 243． 50 1 561． 00 2 548． 50
双龙镇 6 215． 00 1 039． 10 2 710． 40 2 465． 50

苏家湾镇 6 618． 00 1354． 90 2 263． 40 2 999． 70
板栗桠乡 3 420． 00 780． 00 913． 30 1 726． 70
明心寺镇 3 820． 00 845． 40 1 090． 40 1 884． 20

2． 2 城镇周边生态绿化现状

从资中县城镇周边绿化土地现状统计表( 表 2)

可知，林 业 用 地 面 积 当 中 有 林 地 面 积 最 大，为
4 755. 20 hm2，疏林地最少，为 206 hm2，有林地、疏
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造林地、宜林荒山荒地占林

业 用 地 面 积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80. 47%、3. 49%、
7. 37%、4. 64%、4. 03%，水南镇、重龙镇、双龙镇、苏
家 湾 镇、板 栗 桠 乡、明 心 寺 镇 森 林 覆 盖 率 的
13. 18%、19. 23%、13. 54%、19. 74%、20. 51% 和
18. 3%。区域内森林覆盖率不高，并且林木质量低，

难以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

表 2 林业用地现状统计表

统计单位
林地
面积

( hm2 )

有林地
( hm2 )

疏林地
( hm2 )

灌木
林地

( hm2 )

未成林
造林地
( hm2 )

宜林荒山
荒地

( hm2 )
合计 5 909． 50 4 755． 20 206． 00 435． 80 274． 20 238． 30

水南镇 646． 60 585． 40 6． 20 27． 50 4． 80 22． 70
重龙镇 1 243． 50 927． 40 52． 80 101． 90 95． 80 65． 60
双龙镇 1 039． 10 793． 20 60． 90 48． 20 78． 90 57． 90

苏家湾镇 1 354． 90 1 184． 50 3． 40 122． 20 23． 70 21． 10
板栗桠乡 780． 00 697． 50 10． 40 4． 00 21． 80 46． 30
明心寺镇 845． 40 567． 20 72． 30 132． 00 49． 20 2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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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的问题

3． 1 人均耕地少、林粮矛盾日益突出

城镇周边区域人口稠密，人均耕地面积少，其中

资中县城市总体规划边界线平均向外辐射 2 km 的

环形区域的水南镇、重龙镇、双龙镇、苏家湾镇、板栗

桠乡、明心寺镇的人均面积不足 1 hm2，很多农民的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种植，耕地的减少将直接

影响到这部分农民的经济收入。致使部分农民惜地

与绿化用地矛盾日益突出。
3． 2 经济补助标准低

经济补助标准较低 ( 耕地补偿标准前 8 年为
4 500元·hm －2·a －1，后 8 年为2 400元·hm －2·
a －1 ) ，而随着国家对粮食直补、农机补贴的逐年增

加，种植粮食的比较效益日益加大，特别是城镇的生

态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占建设造林面积的 63. 86%，

而生态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在短期内几乎没有经济

效益，必然影响农民响应城镇生态绿化工程的积极

性。
3． 3 投资需求较大，财政资金有限

涉及范围较宽，任务繁重，投资额需求大。需要
人工造林2 213. 33 hm2，需要大量苗木，需要资金
18 000多万元，而 2010 年资中县全县一般预算性收

入为 3. 44 亿元，可见县级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

绿化工程资金存在很大困难。
3． 4 气候灾害对工程建设的成效造成了一定的不

利影响

资中县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 007. 7 mm，年均气

温 17. 5 ℃，年日照时数1 196 h，相对湿度 80% 以

上，为城镇绿化工程建设的造林树种提供了充足的

降雨、光和热等，但由于降雨存在时空分布不均，

50%以上降雨发生夏季，多年平均蒸发量达1 182. 4
mm，旱涝交错，冬干、春旱、夏旱、伏旱经常出现，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造林的成活率。

4 对策

4． 1 构建合理的耕地补偿机制

耕地资源具有经济产出、社会承载和生态环境

服务等功能，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因此，在保障经济补助标准足额准时发放外，县政府

通过建立经济补偿、生态补偿和社会补偿等补偿机

制，确保广大农民的实际收入不至于降低。
4． 2 促进对被占耕地农户生产性就业

目前，对农民的补助标准与农户对耕地的期望

值相差较大，必须促进对被占耕地农户生产性就业。
首先，要提高被占耕地农户的就业能力。政府可提

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制定一些有利于保持工作的

补贴，特别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增强被占

耕地农户外出务工的能力; 二是广开就业渠道。政

府应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就业办法，促进被占农户能

够就地结业、招工就业和农民自谋职业等有机结合

起来; 三是消除就业障碍。把被占耕地农民纳入城

镇就业体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户与城镇居民

享有同等待遇; 四是节地挖潜，集约化用好土地。通

过土地整理复垦、农村的宅基地改造、荒坡荒滩的再

造地等各种集约用地办法，从而拓展延伸出新的耕

地发展空间。
4． 3 多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

在目前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多形式、多
渠道筹措资金。一是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上的政策

性投资，通过工程项目的组合或拆分，力争将该工程

全部或部分纳入生态工程建设、环境治理、统筹城乡

试点工程和农业产业化建设范畴; 二是要及早将项

目投资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三要通过招商引资，与相

关项目结合，尤其是工业原料林建设、生态旅游开

发、农业产业化建设方面，化解投资压力。
4． 4 鼓励农户承包

鼓励失地农户单独或者联合承包造林任务、造
林后的管护任务，鼓励在造林成活后允许农户在林

下搞多种养殖和种植，而且要坚持“谁造谁有”，“合

造合有”的原则，适当延长承包年限，确保承包农户

对林木产权的长期有效。
4． 5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优选苗木、适时栽植

的原则

城镇生态绿化工程依据造林地块的地理位置、
自然条件选择树种，优选苗木做到因地制宜、适树适

地。各类树种和绿化植物对气候、土壤、光照、水分

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和适应范围，要做到树种和土地

选择对应。第二，要适时栽植，根据资中县气候特

点，确保造林的成活率。
4． 5． 1 结合土地类型，合理布局和搭配树种

资中县城周边均属中性、微酸性土壤，地形以浅

丘为主，山顶脊薄，山腰土层一般不足 50 cm，二台

土以下土层深厚且肥沃。在此类型地块上造林需充

分考虑树种的耐旱和抗涝性，因此山顶造林要选择

如榕树、大叶女贞、桑树、栾树等耐脊薄抗干旱的树

种; 山腰可选择适应性强的乡土树种，如香椿、香樟、
银杏、桂花等，山脚在充分做好排涝设施的基础上可

选择常绿和落叶混交模式造林，如天竺葵与银杏、水
杉，桂花、香樟与栾树，柳树与大叶女贞等。结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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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合理布局树种，做到层次分明和不同色彩树

种相互搭配，方可提高造林成活，有利树种生长，提

高防虫抗病和防灾减灾能力，增添城市周边乡村旅

游形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4． 5． 2 根据市场需求，引导发展经济适用型树种

资中县城周边人多耕地少，土地在农户眼中就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爱土如命，守土如家，而林

业建设投资大见效周期长，要在这样的土地上造林，

除给足政策外，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农户或业主

发展市场前景好、需求量大的绿化树种或即速生又

材质好且市场价位高的速生用材林树种，达到经济

适用性树种造林目标。基于此，在适宜发展绿化树

种的区域应发展水杉、栾树、黄葛树、柳树、银杏、天
竺葵、桂花、香樟等，在适宜发展用材林的地段发展

如湿地松、巨桉、楠竹、香樟、香椿等。农户或业主在

造林前就期待着成林，成林后就想最大化地发挥经

济效益，只有瞄准了市场，品种对上了路，才可提高

农户或业主造林、管护、发展的积极性，实现社会要

生态、经营者要效益的双赢目的。
4． 5． 3 依据气象，分期适时造林

前述资中雨量充沛，光热适度，但冬干春旱现象

十分严重，且持续时间长，一般为 60 a ～ 120 d。为

提高造林成活率，减少造林成本，促进林木生长，快

速提升林象，需根据气象特征，结合树种特征，适时

造林。落叶树应尽可能选择在秋末冬初，土壤还有

一定温湿度时造林树种刚落叶刚进入休眠时造林，

或者于 3 月上、中旬树液开始流动顶芽开始萌动且

有一定降雨时造林; 常绿树应尽可能选择在 3 月中

旬后至 6 月中旬前和 8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前，因为

这段时区温度和湿度均适宜根系生长，有利于种苗

在短时间内生根发芽。
4． 5． 4 依靠科学造林，确保造一片林植一片绿

前述要改变资中县城周绿化现状，提升城市对

外形象，必须植树造林，且必须以科学的方法方可确

保速造林速成林、造一片林绿一方地。
4． 5． 4． 1 栽大苗速成林

大苗，可速见造林成效，大苗，可防止人畜破坏，

大苗，可防冻抗旱。深入挖掘大苗，在充分考虑财力

的基础上，可选择米径不低于 3 cm 且有一定冠幅的

带土或袋装种苗，这样可在短时间内体现造林成效。
4． 5． 4． 2 添措施大穴整地

在土地脊薄区域放炮或垒土整地，无论土层深

厚与否，均应大穴先整地后造林，以利种苗快速生

长，穴之大小应根据树种和种苗大小而定，一般不低

于 60 cm ×60 cm ×60 cm; 栽植时在做好种苗浸润处

理( 如生根剂浸泡种苗) 的基础上做到两次浇水，第

一次浇润穴水，即栽植前将种植穴淋湿，以润浸穴周

土壤，增加穴周湿度，第 2 次为定根水，此次为常规

造林必备举措，要做到速灌且要罐透。特别干旱和

干旱特别严重的脊薄地应施抗旱剂后方可造林，即

充分发挥抗旱剂吸水释水特性，确保种苗根部保持

相应湿度。
4． 5． 4． 3 管护促生长促效益

“三分造七分管”，充分说明管护在造林中的重

要地位，中、幼林管护以除草和水肥管理为主，特别

是造林后的 1 a ～ 2 a 内必须加强除草管理，因为该

时段树势弱，郁闲度达不到抑制草本作物生长能力，

杂草长势快，争光争水争肥十分厉害，故要定期不松

懈地除草，水肥管理可结合雨季以勤施薄施为主，特

别提示: 在种苗未成活前禁施农家肥和化学肥料。
绿化树种成林管理要结合市场需求以修枝整型和水

肥、防病治虫为主。速生用材林以肥水管理为主，一

般施肥以壮杆含钾量高的肥料为主。

5 结语

园林绿化事业是全社会受益，造福于子孙后代

的公益事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到对园林绿化投

入所产生的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效益。实施资中县城

镇生态绿化是建设“和谐资中、生态资中”的重要内

容，关系到资中县生态环境整体质量的提高和人民

群众人居环境的改善。应本着“全县动员、全民动

手，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整体

推进、分线实施，落实权益、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

实施城镇生态绿化工程，形成城镇周边、公路两旁、
水系两岸 3 条靓丽的景观线。使资中县城及乡镇的

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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