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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成都市各区( 市、县) 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全市林业产业体系建设，健康发展退耕还林工程后续产
业是有效巩固全市退耕还林成果的关键。通过对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后续产业发展的现场调查，分析了全市退耕
还林工程后续产业发展的现状，讨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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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ociate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natural，social and economical conditions and the establish-
ment of forest industry system，healthy developing the follow-up industry of the Defarming-and-reafforesta-
tion Program is the key to consolidate achievements of this program in Chengdu City． Through investiga-
ting the typical measures of increasing peasants' income on the follow-up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the De-
farming-and-reafforestation Program in Chengdu，the acquired achievements were affirmed． Meanwhile，
the main problems were pointed out and the ideas of further consolidating achievements of this program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the Defarming-and-reafforestation Program，Follow-up industry，Development models，Bene-
fits，Chengdu

退耕还林工程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

础性工程，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操作

难度 大，是 关 系 到 广 大 农 民 切 身 利 益 的 系 统 工

程［1，2］。成都市作为四川省退耕还林工程重点市之

一，经过 10 多年的建设，在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水

土流失 和 促 进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方 面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效［3，4］。为实现该工程“退得下、稳得住、不反弹、能
致富”的目标，成都市各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区( 市、
县) 结合自身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稳步推进工

程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和发展后续产业，并围绕

全市林业产业体系建设，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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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增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实

现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稳定发展，为切实有

效地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都市

退耕还林工程后续产业发展现状如何，存在什么问

题，尚缺乏资料支撑。作者根据现场调查全市退耕

还林工程后续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全市退耕

还林工程后续产业发展的现状，剖析了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建议。

1 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后续发展现状

近年来，成都市各退耕还林区( 市、县) 坚持从

实际出发，在分析需求和建设可能的基础上，因地制

宜，突出重点，相对集中，科学合理规划建设项目和

规模，初步形成了颇受欢迎的后续产业和相关林业

产业发展模式。
1． 1 大力发展林下种养殖

1． 1． 1 林下养殖
双流县、大邑县、金堂县等地在退耕还林区采取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发展林下养殖项目，

初步形成了一些规模化养殖基地，如大邑县出江镇

宝珠村生态养殖基地、金堂县淮口镇光荣村桃园生

态鸡养殖示范基地等。该模式在发展运行中，由公

司供应种苗，负责统一组织管理，并与农户签订购销

合同，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农户

的养 殖 风 险，有 效 增 加 了 退 耕 农 户 的 经 济 收 入。
2011 年，双流县煎茶、黄龙溪、合江、正兴四镇组织

实施了退耕还林林下生态鸡养殖项目，通过专业合

作社和四川省登悦林木种植开发有限公司牵头带

动，以及提供技术服务，共养殖生态鸡 26. 6 万余只，

发展带动退耕还林养殖户 650 余户，纯利润达 400
万元以上。
1． 1． 2 林下种植

双流县通过引进鑫山牧业有限公司，采取“公

司 + 基地 + 农户”形式，发展退耕林下牧草种植养

牛，为当地农户持续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子。都江

堰市、崇州市、邛崃市、蒲江县、大邑县等地多采取

“大户带小户”、“合作社 + 专业农户 + 贫困农户”形

式发展林下种植重楼、黄连、沙参、桔梗、沉木等名贵

中药材以及林下种植野菜和森林蔬菜，一些地区还

建立了林下中药材示范种植基地，如都江堰市在虹

口乡光荣村建立了重楼示范种植基地。林药和林下

蔬菜种植充分利用退耕林木林下空间，特别为一些

喜阴的中药材提供了庇护场所，达到增加林地产出

的目的。以都江堰市发展林下中药材为例进行经济

效益分析，都江堰市每 0. 067 hm2 种植重楼约5 000
株 ～ 6 000株，3 a 可投产获取收益，以现有药材行情

每株 0. 5 元·a －1 计算，在见效初期收入37 500元·
hm －2 ～ 45 000元·hm －2，随着年限的增长，其经济

价值还将不断增加。
1． 2 培育特色经济林产业

1． 2． 1 竹材竹笋产业
成都市多个区( 市、县) 依托现有竹资源，以及

通过引进新竹种，大力发展竹材和竹笋产业，通过扩

大竹子栽培面积，增强产业体系的建立，从而有利于

增进退耕还林成效。如: 都江堰市以“公司 + 合作

社 + 农户”形式发展雷竹和方竹产业，形成了向峨、
红光等竹产业重点村，特别是高风竹产业合作社实

行“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运作模式，以凯达公司为

龙头，2011 年笋用竹投产面积2 000 hm2，产 笋 量

1 500万 kg，产值达5 000余万元，有效增进了退耕农

户的收益。邛崃市 2011 年新建慈竹1 580 hm2，复

壮2 373 hm2，并引进了河北凯越集团天澜木业有限

责任公司、中冶崃山纸业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形成

了竹笋和竹材销售、加工、销售的产业体系，2011 年

林竹加工实现产值 13． 7 亿元，占该市林业总产值的

46． 6%。
1． 2． 2 “三木”药材产业

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成都市集中在龙

门山脉地区建设了“三木”药材林，主要分布在都江

堰、彭州、邛崃、大邑和崇州，特别是都江堰市已形成

三木药材 1. 03 万 hm2，有华泰川芎药业三木药材基

地等 67 hm2 以上示范基地 20 多个，形成了虹口高

原等 10 多个“三木”药材示范村。在“都江堰市三

木药材产业合作社”的带动下，产品不仅畅销国内，

还出口韩国和日本。2011 年，都江堰市厚朴皮产量

3 000 t、厚朴杆3 000 m3，年产值7 000余万元，出口

收入 900 万元。
1． 2． 3 林茶产业

蒲江县依托当地茶资源，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

过程中，大力发展茶林混植模式，形成了茶桂、茶银、
茶樱等茶林混植为主的特色经济林基地2 000 hm2。
同时，成立了茶林种植专业合作社，促进了林产业发

展，不仅维持了茶叶收益，创收了相关林木产品价

值，而且带动了该地森林旅游，显著提高了退耕户的

纯收益。
1． 3 稳步推广特色经果林

特色经果林是退耕还林区农户增收的主要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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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之一。在退耕地上种植名、特、优、新特色水果，

生产周期短，见效快。青白江的杏，金堂县的油橄

榄、富硒油桃，蒲江县的柑橘、猕猴桃，邛崃市的猕猴

桃等，均采用“公司 + 农户”的经营模式，并对部分

优势品种进行辐射推广，保证了产品的收购、销售。
如青白江福洪乡的杏花村、幸福村依托退耕还林工

程的实施，种植优质杏 47. 7 hm2，逐步辐射民主、字
库、进步等 5 个村，目前规模达 900 hm2，销售收入

3 600万元·a －1，成为福洪乡农村经济收入的重要

来源。
1． 4 实施种植业丰产措施

各退耕还林区( 市、县) 主要通过发放肥料、对

退耕户进行施肥培肥等技术指导，实施种植业的丰

产措施。通过合理施肥，提高现有耕地及退耕地的

生产力，有效促进林木生长，发挥林木防护作用的同

时，提高林地产出，增加退耕户收入。
1． 5 进行低产低效林改造

结合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和退耕区产业结构调

整，将现有低产低效林改造成生态经济效益高的森

林。其中，经济林的改良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产量及

单价水平，生态林改良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气候、
土壤条件，改造后的树种其经济价值明显高于先前

树种，从而在保证生态效益不下降的前提下，提高退

耕还林地的经济收益，巩固退耕还林成果。2011
年，蒲江县实施了柑橘改良为金橙、脐橙项目，2 a ～
3 a 后单价收入将翻倍; 崇州市对红梅进行嫁接改

良; 邛崃市也将原有的枇杷、巨桉改为香樟等珍贵树

种; 双流县实施了核桃高接换种等。这些项目的实

施有效推动了退耕换林地后续产业的发展。
1． 6 着力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作为广义上的后续产业，能提高当地

经济水平。各区( 市、县) 依托退耕还林和后续产业

发展成果，积极打造生态旅游项目，经济效益明显。
例如，都江堰市以合作社带动农户为主要方式，依托

自身资源，打造“蜀西竹海”，发展铜马沟乡村田园

旅游项目。邛崃市打造了一批以天台山等风景名胜

区为代表的生态旅游，发展了楠木溪等村“农家乐”
和“林家乐”的乡村旅游。金堂县淮口镇光荣村已

成为登山赏花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村。
蒲江县“茶林混植”模式带动了当地“农家乐”和“林

家乐”的兴旺，农户增收显著。青白江依托福洪乡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建成的“中国西南方最大的优

质杏基地”这一独特资源，大力发展现代乡村旅游

业，通过举办“杏花节”和“杏果采摘节”，2011 年旅

游销售收入1 000万元，接待游客 25 万余人次。

2 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后续发展存在的主

要问题

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后续发展成效明显，特别

是林下种养殖、特色经济林产业及退耕后生态环境

改善所带动的生态旅游均能在短期内给退耕农户带

来较大收益，因而受到农户青睐。但从总体上看，由

于全市后续产业发展的品种较少、产业链短、附加值

低，龙头企业实力相对较弱，对农户的带动面存在局

限性，因此，后续产业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2． 1 后续产业发展涉及范围依然有限

由于全市退耕还林工程涉及面广，而现阶段退

耕还林后续产业本身涉及范围有限，相关产业基地

建设仅在部分有资源和条件的地方开展，还没有形

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因此，即使部分退耕农户在后

续产业发展与带动中受益，但总体来讲，仍达不到共

同致富、全域富裕的要求。
2． 2 退耕还林相关补助仍较低

在走访调查中，退耕农户普遍反映退耕补助较

少。尽管全市已实施了对生态林的生态效益补助，

然而退耕农户从退耕地获得的补助与全市耕保基金

的补助差距较大，随着中央和地方出台各项惠农强

农政策，退耕还林补助收益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农户经营管理意愿，从而限制了后续

发展和产业规模的扩大。
2． 3 项目实施与成果巩固不足

部分发展项目由于补助太少，很难完成从招投

标、设计、实施再到检查验收等的相关工作。由于部

分项目仅注重农户短期的经济收益，缺乏对建设成

果的巩固和开发的深入研究，因而后续产业发展思

路欠缺。
2． 4 集约经营管理不力

多数退耕农户文化程度较低，掌握的市场信息

和先进生产技术有限，忽视或淡化退耕地投入和经

营管理，集约化经营程度普遍较低，成了制约后续产

业规模化发展的瓶颈。
2． 5 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

目前全市龙头企业的数量总体较少、实力较弱，

退耕还林产业化经营程度偏低。多数龙头企业与退

耕农户利益分割，实行二次返利比例较小，多为松散

型的买卖关系，其辐射、带动和吸引力不强。在此情

况下，退耕地上的多数林产品，例如三木药材、竹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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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尚未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

产业链，仍处于初级加工或初级产品阶段，资源优势

还没有真正转化为品牌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农户增收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3 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后续发展对策

3． 1 进一步开展产业论证

按照“因地制宜，市场前景，龙头产业”的思路，

制定合理的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规划与布局，并

进行充分论证，将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规

划之中，在优先保证生态效益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

态经济产业，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5］，培育退耕

还林后续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2 加大退耕补助力度

应进一步加大对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

额度和集约化经营管理的补贴金额，充分调动退耕

农户的积极性，加强退耕还林地管理，提高林地生产

力。
3． 3 加强科学技术示范及指导

尽管全市各退耕还林区( 市、县) 根据产业发展

需求，每年对退耕户进行各种技能培训，包括笋用竹

栽培与管理技术、林下种养殖技术、低产林品种改造

技术等，然而，由于退耕户自身接受新信息、新技术

还有一定的适应和实践过程，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对

典型示范地的管理与林农培训，充分发挥示范效应

的带动作用。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退耕还林后续

产业管理团队，实行产业和科研单位联合，进一步培

育出产量高、品质好的产品。
3． 4 培育龙头企业，创知名品牌

全市现有的竹笋、竹材、三木药材等加工企业多

为初级产品加工企业，因此，通过土地利用、市场准

入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积极主动地引进大型企

业和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积

极鼓励现有企业进行联合与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产业层次，扩大主导产品生产规模，促进企业做大

做强，做好品牌战略，增强市场竞争力。在龙头企业

的带动下形成一体化的联合经营体，带动退耕户依

靠发展退耕还林后续产业走上致富之路。
3． 5 加强成果转化力度

在林产品生产、加工、贮藏的环节上，大力推广

林业科技成果和先进实用技术，加速向现代林业转

化。引导农户把握绿色食品的生产趋势，重点推广

无公害栽培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积极发展林产品的

精加工、深加工，争创名牌，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

值。
3． 6 提高退耕户生计能力

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农户能否增

收、收入结构能否调整［6］，为了促使退耕农户可持

续生计的获得及发展，保障政策效果和可持续性，新

一轮的退耕还林政策除了实施直接补助外，需要更

加关注农户资产和生计能力的提高［7］。政府部门

应设置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为农户出门务工提供及

时、可靠的信息，加强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切实解

决好退耕还林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问题。在

抓好主导产业开发，实施产业化带动型发展模式的

同时，应强化针对退耕还林实施的具体情况开发不

同后续产业发展项目，因地制宜，支持和鼓励退耕农

户分散型发展［8］，充分体现在各退耕村落实施开发

项目的公平性，筛选适合各地区自身发展的模式，确

保农户持续增收，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此外，由于退耕还林后续产业的发展与实施涉

及到多个部门，因此，应在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的相

关政策基础上，加强各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切实把

后续产业的发展与推进全市生态建设、农业产业化、
基本农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农业科技工程、扶
贫开发等紧密结合，落实好各项配套保障措施，通过

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的发

展，从而推动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美丽成都和小

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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