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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卧龙镇转经楼村探索林业扶贫新模式“生态扶贫 ＋产业发展”，坚持生态保护为基础，生态保护促产业发
展、调动人们生态保护积极性，秉着“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前进，向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良性互

动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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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须完成的重
要任务，为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四川省委十届三次

全会明确提出并启动实施“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

动”［１］。不同于其他片区，四大片区之一的高原藏

区贫困现状与自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如果

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不能在经济上脱贫，仅仅依靠生

态保护政策，难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及贫

困人口的稳定脱贫，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生态

环境的过度开发、破坏。

针对高原藏区特殊的生态资源和贫困原因，脱

贫攻坚扶贫新模式（生态扶贫）逐渐被各级政府和

部门重视。许多学者也在前期生态扶贫的研究和实

践中得到不少经验总结。如《宁夏生态扶贫现状与

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种查燕等学者认为实现贫

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需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扶

贫效益，采取的方式是生态环境管理和建设［２］；《生



态扶贫与产业扶贫耦合关系》文秀云提出了分阶段

扶贫才是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最佳途径［３］；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策略研究》刘慧通过两种

扶贫措施对比提出了实施生态扶贫战略的相关政策

建议［４］。针对四川高原藏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贫困

原因，结合生态扶贫、绿色发展研究，卧龙镇转经楼

村探索林业扶贫新模式“生态扶贫 ＋产业发展”助
力脱贫攻坚。

１　试验点情况

１．１　卧龙特区概况
卧龙特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

县西南部［５］，邛崃山脉东南坡。卧龙特区面积为

２０００００ｈｍ２，其中，林地面积 １８５８２５ｈｍ２；非林地
面积 １４１７４ｈｍ２。林地中，区划为公益林的面积
１３４９５７ｈｍ２，占７２６％；林业辅助生产用地未纳入
公益林区划，面积 ５０８６８ｈｍ２，占２７４％，全区森林
覆盖率５７６％。
１．２　转经楼村概况

转经楼村位于卧龙镇东北部，距汶川县城１００
ｋｍ。全村总面积 ２００００ｈｍ２，下辖两个村民小组，
即洞口组和渔丝组，共１１６户３８２人，主要居住民族
有汉族、藏族。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村无集体

经济收入，为贫困村。贫困原因主要为：①高海拔地
区经济来源单一；②受“５·１２”地震影响，交通基础
设施薄弱，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③劳
动力较少；④高原藏区普遍文化教育程度不高；⑤无
支柱产业，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⑥旅游资源丰富，
但因地震破坏，基本旅游配套设施无法保障，导致旅

游资源开发利用率低。

１．３　存在问题
如何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关系是摆在

当前最大的问题，仅仅依靠单纯的生态保护，无法激

发人们保护的积极性，无法增加贫困地区的造血能

力，贫困户无法脱贫、贫困村无法退出；而一味只追

求经济发展，容易导致“资源利用 －环境脆弱 －贫
困－资源掠夺 －环境退化 －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
环。

２　扶贫模式设计

２．１　设计思路
卧龙特区和转经楼村针对此情况，给出的设计

思路是：实践“生态扶贫＋产业发展”的林业扶贫新
模式，即坚持生态保护为基础，凝聚政府、社会、村民

等多方力量，促进产业发展、激发人们生态保护积极

性，最终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的目标。

２．２　生态扶贫设计
２．２．１　生态扶贫内涵

所谓生态扶贫就是坚持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同

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项目协调开展的原则。

结合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挖掘生态建设与保护等就

业岗位，为当地贫困人口提供生态就业机会，提高群

众收入水平。

２．２．２　生态扶贫模式设计
卧龙特区、卧龙镇转经楼村结合本村情况，设计

原地生态扶贫模式，见图１。

图１　卧龙镇转经楼村生态扶贫模式

（１）政策性补助
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开展天保、退耕还

林、退耕还草、草原补助等工作，让每个群众得到政

策性补助的同时承担更多生态保护责任，提高生态

保护的主动性，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增加林草植

被、再造秀美山川、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贡献一份力量。

（２）巡山护林
创造生态巡山护林就业岗位，实现贫困人口在

当地就业，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生态巡山护林既

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条新路子，也是绿色发

展、保护生态的一条好路子。生态巡山护林是解决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最直接的途径，是一项

重大的惠民决策。

生态巡山护林由政府牵头组织成立巡山护林

队，巡山护林队由巡护人员和管护人员组成。①巡
护人员：由本村身体健康，体力较好，具备一定野外

生活、生存能力，熟悉本村林业资源分布及地理环境

的人组成，开展高远山和高半山巡护，在其余时间开

展日常基本巡护，并做好管护日志，巡护费按实际巡

护天数计算。②管护人员：由本村稍微年级稍大，身
体稍弱的人员组成，主要开展对近山和本村区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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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护，并做好管护日志，每月定额发放一定资金。

２．３　产业发展设计
２．３．１　经济林产业发展

充分发挥卧龙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积极培育

适合卧龙区域发展的特色产业，２０１２年经济结构调
整，发展以茵红李产业为特色的经济林扶贫产业。

由于地处高半山，茵红李产业成熟时间较内地晚，具

有销售价较高优势，全镇共栽植面积１０５ｈｍ２。
２．３．２　养蜂产业发展

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卧龙镇转经

楼村林下发展养蜂业，是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于

一体的绿色生态产业。养蜂产业既不与种植业争

地、肥、水，也不与养殖业争饲料，并且提高整个转经

楼村的生物多样性，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具有投资

小、见效快、用工省、无污染、回报率高的特点。①经
济效益：直接效益———目前转经楼村高半山生态蜂

蜜收购价已升至１００元·ｋｇ－１，高于市场价２０％；间
接效益———蜜蜂授粉是一项很好的农业增产提质措

施，可使果蔬作物产量成倍增长，同时还能有效提高

农产品的品质，并将大幅减少化学坐果激素的使用。

②生态效益：稳定的收入促使本地人减少挖药、放牧
牛羊等损耗资源的生产活动。蜜蜂的授粉行为对于

保护植物的多样性和改善生态环境有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蜜蜂授粉能够帮助植物顺利繁育，增加

种籽数量和活力，从而修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受

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自然界中野生授

粉昆虫数量大量减少，蜜蜂授粉对保护生态环境的

重要作用更加凸显。③社会效益：养蜂业的发展能
提高贫困户的收入，通过合作社的建立，养蜂技术的

学习，让更多群众转为合作社技术骨干、管理人员，

起到增加高原藏区农户收入、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

效益。

３　扶贫效益分析

３．１　生态效益
３．１．１　促环境改善

生态扶贫能极大提升群众保护意识，树立生态

文明理念，使群众从生态保护成果中得到实惠，从根

本上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保护意识；进

一步加强巡山护林队伍建设，积极开展生态巡护工

作，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做好天保、退耕

还林、退耕还竹、草原生态奖补等林业惠民工作，使

资源保护成果进一步巩固，良好的生态环境继续保

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典范。

３．１．２　促和谐发展
生态扶贫承担保护资源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任务；产业发展承担着帮助贫困人口增加收入、脱

贫致富、缩小差距、改善民生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促进社

会和谐发展。

３．２　经济效益
３．２．１　促经济增长

生态扶贫促产业发展，贫困户生活水平、收入状

态得到很大改善，收入逐渐稳定。仅发展经济林一

项，全镇共栽植面积１０５ｈｍ２，２０１６年实现挂果面积
２０ｈｍ２；平均产量２５０ｋｇ·００６７ｈｍ－２。由于地处
高半山，成熟时间较内地晚，具有销售价较高优势，

２０１６年实现茵红李总收入６０余万元，预计２０１７年
收入将翻番，目前人均增加纯收入在 ２０００元以上；
发展养蜂产业，每年人均可增加纯收入 １０００元。
目前卧龙镇转经楼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翻番，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８４５３元。
３．２．２　整村推进

点对点帮扶贫困户，只能简单帮助几户贫困户

脱贫，为此就要考虑将转经楼村纳入“整村推进”项

目范围内，加快整村脱贫奔小康步伐。特此邀请四

川农业大学结合我村实际，为我村整村推进做“十

三五”规划。根据转经楼村区位、资源和发展状况，

确立“十三五”期间发展总体地位是：在生态扶贫保

障本村生态资源丰富的基础上，可适度发展生态旅

游。整村推进之生态旅游方向：①乡村旅游实验区，
有效开发利用转经楼村乡村旅游资源，完善旅游基

础、配套和公共服务设施，打造休闲度假、生态体验

旅游区，把乡村旅游发展成为转经楼村旅游产业重

要支撑和补充。②打造山水森林乡村，围绕构建新
型城镇化和建设山水生态旅游城镇的总体要求，加

快构建新型城乡形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４　对策建议

４．１　培养生态文明理念
高原藏区贫困群众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较低，

生态文明理念模糊。需加大生态文明理念宣传，生

态环境破坏与贫困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生态文

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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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破坏环境获取经济效益的地区应更加注重宣传和

整治力度，帮助当地探索出生态、环保的致富之路。

４．２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由于生态林的成长和生态效益发挥需要近１０ａ

的时间，生态效益又主要是公益性的，因此生态目标

在其他目标中最为脆弱，很容易成为急功近利的牺

牲品。而“经济补偿”落实不到位，不仅会使退耕还

林难于持续或出现反复，还可能在一些地方加剧社

会矛盾。所以急需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解决

“生态目标不到位”和“给农民的补偿不到位”的问

题。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让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得到

经济补偿的同时，承担更多保护的责任，由被动保护

向主动保护发展。

４．３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卧龙镇转经楼村地处高半山，果品成熟期较内

地晚，销售价格高，供不应求。在很多贫困地区培育

产业时，农产品同质化、质量和品牌相似化比较高，

导致农产品滞销，给群众带来经济损失。发展特色

效益农业应立足特色抓效益，应充分发挥高原藏区

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培育特色的中药

材、水果等农产品。特色就是优势资源、是前提、是

手段；效益才是归宿、是目的、是根本。

４．４　处理好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关系
四川高原藏区卧龙镇转经楼村扶贫新模式实践

有着明确的理念，就是“生态扶贫 ＋产业发展”。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分别指的就是生态扶贫

和产业发展两方面，只有二者协调发展，以效率、和

谐、持续为价值取向，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协同推

进为发展目标，才能实现“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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