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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村民在天保集体林管护中的主导作用
———以白水江保护区为例

何礼文，乔　明，滕继荣，王钧亮，张晓怡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 文县　７４６４００）

摘　要：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多次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各村特点，分析资源分布状况，调整
森林管护方式，建立和创新了具有白水江保护区特色的集体林管护模式。按照“管护责任到人，管护面积到户，资

金使用到村，资金监管到站”的原则，完善了管护的各项管护制度，规范社区共管组织，扎实有序推行天保集体林管

护工作。保障社区村民积极参与管护并在管护过程中得到实惠，确保了白水江保护区天保工程集体林得到有效保

护，积极发挥了社区村民在天然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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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１９７８年，
是国家林业局直属的３个大熊猫保护区之一。保护
区是国家天保工程二期实施的重要区域，是甘肃省

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在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区内的集体林同

样承担着生态保护和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生长地

的强大生态功能，但是社区集体林管护一直是资源

保护与利用矛盾的焦点所在，通过长期的积累与摸

索，保护区的同仁们创出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模

式———积极发挥社区村民参与管护的主导作用。

１　集体林基本概况

保护区内天保工程实施区，按照功能区划为核

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全部为国有林，集体

林主要分布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以试验区居多。工



程区地处陇南市的文县、武都区境内，涉及文县、武

都区的９个乡（镇）。共有７０个行政村３２７个合作
社３１９８４人，人口主要分布在实验区。保护区下设
６个保护站１个大熊猫驯养繁殖场。工程区集体林
总面积为 ８８９８万 ｈｍ２，占工程区总面积的
４６６８％。集体林林地面积６万ｈｍ２，全部为国家级
公益林，占集体林总面积的６６８０％。

由于保护地位的重要性和自然保护区性质的特

殊性，虽然属于天保工程实施范围，但与其他天保工

程实施单位相比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保护区集体林

没有参与林改，各村集体林面积和人口分布不均衡，

社区村民思想文化差异较大。如何按照国家天保工

程管理的要求，管理好社区集体林，规范天保专项资

金使用，一直是我们天保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２　管理模式发展历程

由于辖区各地差异大，天保集体林管护工作没

有固定的模式，我们也是在摸索的基础上，借鉴其他

地方好的做法和经验，针对各社区的特点不断调整

和改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在管理模式

的探索中，经历了３个阶段。
２．１　传统管护模式

把集体林和国有林纳入统一管理体系，把全区

６个保护站管护范围，包括国有林和集体林，细化为
１４个责任片，每个责任片设片长１名，根据责任片
面积大小和管护难度，配备管护人员，以基层职工管

护为主，机关人员分解到各个责任片参与管护为辅，

将管护任务逐一落实到山头、人头，明确了管护责

任，层层签订管护责任书，提高了管护质量。同时管

理局统一在各村社聘用护林员参与管护。这一阶段

制定了《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天然

林保护工程二期森林管护实施细则》，制定和完善

了管理局与保护站、保护站与村委会、村委会与村民

集体林管理的各类责任书。优点是管理体系成熟，

责任明确；缺点是林区面积大、战线长，在职工人员

少，管护难度大，社区村民资源利用一直在持续，管

护效果不理想。

２．２　创新与探索
通过天保专项资金下拨到村级管理，各村建立

独立账户，明确“管理局 －保护站 －村委会 －村民”
在天保集体林管护中的责任，以管护效果和经费兑

现挂钩的方式层层签订和落实责任各自责任。同

时，与“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组织专人到

四川理县学习天保集体林管理模式，组织保护区内

集体公益林研讨会，在保护区选择两个试点村调研，

帮助社区实施项目，为他们更大限度的参与管护提

供便利，编写《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集体公益

林管理手册》。结合社区共管机制，积极引导村民

参与本村的集体林管护工作并从中收益，使村民在

集体林管护的主导作用逐步彰显。

２．３　新管护模式
通过典型村的调研和试点，制定和完善了《天

保工程（二期）集体所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实施细

则》（试行），并在实施过程中经过了 ３次修改，与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在试点的基础上，

修订了管理局与保护站，保护站与村、村与森林管护

队、村与村民的合同模板，完善了保护成效考核指标

和考核办法，使之更有可操作性；通过社区共管，积

极开展节能灶具发放、修建节柴灶、水源地保护与利

用、经济林管护便道建设等项目。指导各村成立专

业护林队，积极引导全民参与管护，由村委兑现管护

费用，促使村民自觉管护的意识不断加强。管理局

还组织培训班，对村级管理人员和管护人员进行了

资金管理、巡山管护、责任落实、安全教育等针对性

的培训，提升村民自主管护的能力和水平；各站对辖

区村天保集体林管护中全程进行监管和考核，管理

局组织审计、财务、资源管护等科室人员的组成工作

组，深入基层各站，检查指导资金使用和管护工作，

查缺补漏，确保专项资金运行，确保管护责任落到实

处。目前，各村基本形成了完善的村民自主管护体

系，保护区天保集体林管护形成了“管护责任到人，

管护面积到户，资金使用到村，资金监管到站”的管

护模式。各村依据本村管护面积和人口状况，实行

村民全民管护与专业管护相结合的管护方式，突出

管护主题，体现薪酬原则，使天保（二期）生态效益

补偿资金惠及全体村民，充分调动了村民爱林护林

的积极性。

３　研究结果

面对庞大的社区人口，我们调动社区村民的积

极性，发挥他们的管护成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３．１　调动积极性
通过创新天保集体林管护模式，调动了村民的

积极性，管护措施不断加强，天保国有林和集体林森

林面积增加，林分质量明显改善，实现了森林面积和

蓄积的双增长，生态效益显著。

３．２　组成青壮年专业森林巡护队
由各村青壮年组成的专业森林管护队伍，并配

１２１３期 何礼文，等：社区村民在天保集体林管护中的主导作用 　　



备专业装备，指导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共建和资源

巡护与监测工作当中，为我区创建全国示范保护区

和社区天保集体林管护工作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

用。

保护区辖区内７０个行政村都建立了自己的专
业森林管护队伍，在管好本村集体林的同时协助管

护本村周边的国有林，通过巡山护林，及时消除火灾

隐患，协助进行森林病虫害防治。各村的专业管护

队员还积极参与保护区巡护监测、野外红外相机安

置等工作，协助收集资料，为制定和实施更有效的保

护措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３．３　社区共管见实惠
辖区各村社群众从管护天然林资源中得到了实

惠，转变了观念，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明显提高，盗

伐林木、盗运木材、非法收购木材、盗猎野生动物、毁

林开荒等违法行为基本得到控制，群众积极主动自

发保护森林资源、积极救护野生动物的现象不断增

多，实验区边缘林线由八、九十年代的后移变为现在

的林线前移，生态环境改善明显。

３．４　多途径引进项目，促进社区村民增产增收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依托村

社，积极争取和实施社区共管项目，合理使用公共管

护资金，促进集体林管护效果和社区工作的发展。

３．４．１　实施社区项目，促进管护效果
通过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积极合作，为李子坝

村、关口村等典型村实施水资源保护、饮用水工程、

道路硬化、生态保护展示等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协助

制定和完成管护规划，引导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社区

共管工作的开展，在增强天保集体林管护的同时极

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便利。

３．４．２　合理使用管护经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根据天保集体林在资金管理的要求，提取公共

管护资金用于村级管护设施的建设，促进了管护工

作的有效开展。如关口村，利用村级公共管护资金，

分别修建了３条宽约３米，长度约１２５ｋｍ的集体
林管护便道，提高了巡山查林的效率，也为村民更加

高效的经营和管理自己核桃、板栗等经济林果园提

供了便捷服务。同时，根据各村管护效果和资金使

用差异，在保证７０％的资金用于管护费的基础上，
适当调整公用资金用于当地村级环境改善和文化传

承等方面支出。如保护区内玉垒乡的冉家村，是文

县乡土戏剧“玉垒花灯戏”的重要传承地，该剧种传

承至今已３００多年，是文县独特的民间戏剧，被列为
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村多年来希望修建

一座“玉垒花灯戏”戏剧文化传承所，苦于资金缺乏

一直没有修建，该村集体林管护面积小，公用管护资

金不足，考虑到该村的文化需求，从全区提取的公用

管护资金中调剂１０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丰富了
村民的文化生活，也为乡土戏剧的传承提供了帮助，

受到了当地村民的好评。

４　结果总结

村民转变了思路，由单一依靠森林资源，“吃山

靠山”的传统生活习惯向多举措发展林果业和林下

种植、养殖业、务工输出和积极参与管护的转变，从

林木盗伐、毁林开垦、过度采集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

行为的实施者转变为天保集体林的主要管理者。为

进一步发挥社区村民在天保集体林管护中的主导作

用，我们通过持续为农户提供农林技术培训，鼓励和

引导村民成立特色农林合作社，各村依据当地自然

资源条件，大力发展核桃、板栗等经济林产业，发展

茶叶、木耳、食用菌栽培与加工，天麻、重楼等中药材

种植，养蜂、土鸡养殖等产业。目前，保护区已形成

了李子坝村绿茶、七信沟和关口村的“熊猫蜂蜜”等

在当地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品牌；对树沟和关头村的

木耳、香菇品质优良，销量稳步增加；刘家坪、丹堡河

的优质核桃和板栗等的特色林果产业也已逐步发展

壮大，部分农户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注册了

自己的林果业品牌，并通过电子商务搭建了网上交

易平台，绿色经济蓬勃发展。

致　谢　本论文能够成功完成，要特别感谢白
水江保护区六个基层站在天然林保护中发挥的创新

意识和探索过程，也要致谢各个保护区工作人员在

一线的默默付出，感谢保护区全区社区居民的积极、

主动的投入新共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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