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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森工企业职工发展林下经济模式探讨

詹克成，田兴民
（四川省长江造林局川南分局，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３００）

摘　要：森林管护是主业，林下经济是为主业服好务的辅助手段，在“管巡好山、守护好林”的同时，充分利用丰富、

天然的林区绿色生态资源，引导职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以林下养殖、种植为主的林下经济，把职工稳定在山头地

块，在保证人员到岗到位的同时，又成为职工增收创收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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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企业职工现状

作为国有森工企业之一，四川省长江造林局川

南分局（局下辖分局、站），从建国初期从事木材水

运，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纳入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心
工作转变为以森林管护为主。其职工即所谓长江

人，第一代几乎从事林区伐木、长江上人工、机械扎

筏、放筏等工作，现在是长江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都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参加
本企业从事木材水运行业，年龄平均在４８～５０岁左
右之间，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低。原工作环境

地处长江边，上从宜宾市老屏山县新市镇大窝（金

沙江流域）至重庆市巴县五举沱几百公里沿河两

岸，２０多处大小木材水运收漂工程，具有偏僻、点多
面广、战线长等特点，基本上全靠体力，从事木材扎

筏、放筏等工种。自１９９９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
工程一期、二期以来，企业职工目前仍然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的国有林场，如甘孜州的白玉县、稻城县，

川南的古蔺县、江安县、宜宾县、屏山县等国有林场，

进行森林管护工作。

当前，林业深层次的“两改”，涉及本企业职工

的切身利益，如何发展林下经济［１］，发挥特色、因地

制宜，在“管巡好山、守护好林”的同时，充分利用青

山绿水、森林优美、空气新鲜、无污染的生态环境，大

力发展特色养殖、种植，推进站队林下经济的发展，

把职工稳定在山头地块，从而更好坚守工作岗位，成

为当务之急。

２　国有森工企业林下经济实践

多年来，经历了从小打小闹发展到具有一定规

模、从单一型种养殖（植）到多种多样种养殖（植）模

式，从少数职工参与到大多数职工的积极自愿参与，

从被动销售到主动寻找市场。到２０１７年，结合供需
要求搞好种养殖（植）的打磨过程，逐渐形成有绿色

生态养殖、种植、花木租摆等集体、个人经济模式，各

有亮点、各具特色，已成为职工增收创收有效途径。

２．１　林下养殖（种植）
表１反映出：各管护队，充分利用林区优势，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养殖、种植。特别是多年来，

在饲养黑山羊、肉牛、土猪（“开心”养殖土猪）过程

中，从先买十多只饲养，熟练掌握了繁殖技术，羊、

牛、猪下仔后，发展到几十只或百多只逐步初具规

模，从小饲养到出栏的过程，都利用山上的青草、种

植的玉米、红苕、黑麦草、甘蔗叶等作为饲料，不仅降

低了成本，还提高了生态养殖的肉质品味，很受用户

的喜爱。现饲养规模相对大点的肉牛（含基础设施

投资）、母猪，因还未出栏，椐目前市场价格估算，已

增值，可见养殖黑山羊、肉牛、土猪投资利润率相对

要高一些。而种植蔬菜、农作物、培育小杉苗利润率

就要小一点。饲养土鸡、蜜蜂，利润率好，但规模小，

增收不大。

２．２　林下特色森林食品经营
表２反映出：各管护队，发挥所在的林区（有的

在旅游胜地、旅游区）土特产，收购或采摘蕨菜、竹

表１ ２０１７年林下养殖（种植）项目统计表

地名 开展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人均增收（万元） 投资利润率（％）
屏山县龙溪乡 饲养土鸡 ０．３０ ０．５０ ０．１５ ０．０５ ５０．００
宜宾县厥溪镇 养猪、土鸡 ４．５０ ６．７０ ０．７０ ０．３０ １５．６０
宜宾县横江镇 饲养黑山羊 ０．２０ 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７５．００
宜宾市翠屏区 饲养肉牛 ２５．００ ２７．６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０－

　 饲养母猪 １．２０ ２．０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２５．００－
　 “开心”养殖土猪 １．７０ ２．５０ ０．７０ ０．７０ ４１．００

翠屏区金坪镇 饲养土鸡 ０．３５ ０．５０ ０．１５ ０．０５ ４２．９０
江安县怡乐镇 饲养土鸡 ０．８０ １．２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５０．００
泸县云锦镇 饲养肉牛 ６．００ ９．５０ ０．３０ ０．０２ ５．００－

　 “开心”养殖土猪 ６．００ ７．６０ １．２０ ０．３５ ５０．００－
　 饲养土鸡 ０．８０ １．７０ ０．４０ ０．０４ ５０．００
　 饲养蜜蜂 ０．４０ １．２０ ０．４０ ０．８０ １００．００
　 饲养黑山羊 ２．００ ３．５０ １．５０ ０．０５ ７５．００
　 种植蔬菜、农作物 ５．００ ６．２７ １．２７ ０．０１ ２５．４０

宜宾县横江镇 培育小杉苗 １１．００ １３．５０ ２．２０ ０．３０ ２０．００

表２ ２０１７年林下特色森林食品经营统计表

地名 开展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人均增收（万元）投资利润率（％）

白玉县建设镇、河坡
乡、麻绒乡

野生菌、香菇、木耳、中药材、
土特产收购

１６．０７ ２８．９０ ５．８３ ０．４８ ３６．２８

屏山县龙溪乡 收购茶叶、竹笋、蜂蜜 ６．００ ６．６０ ０．６０ ０．１５ １０．００
宜宾县厥溪镇 购蜂蜜、茶叶、竹笋、金银花 ６．００ ６．７０ ０．７０ ０．０６ １１．６７
宜宾县横江镇 收购蕨菜、竹笋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１５ ０．０３ ７５．００
宜宾市翠屏区 炼樟油 ４．５０ ７．５０ ３．００ ０．３５ ６６．６７

古蔺县黄荆乡
收购中药材、竹笋、腊肉、土
鸡、肥肠

１．５０ １．８０ ０．３０ ０．０５ ２０．００

古蔺县箭竹乡
收购中药材赶黄草、竹笋、腊
肉、土鸡

１．２０ １．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４ ３３．３３

纳溪大渡镇 收购黄鳝、茶叶、肥肠 １．８０ ２．２０ ０．４０ ０．０５ ２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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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投资利润率与生态养殖、种植相比要小点，因扣

除购买成本，仅仅从中赚点差价，利润就小。若是在

森林巡护路上，采摘野生菌、香菇、蕨菜、木耳等，自

行加工、销售（如：白玉站几个管护队收购野杏仁、

机器拨粒加工、联系商户出销等），由于开展多年，

已形成了长期合作共赢的一条经济链，相对利润就

好点，但整个林下特色森林食品经营，收购林区农户

的中药材、竹笋、腊肉、土鸡、肥肠等规模小、季节性

强、运输不便、受行情影响等因素，只能作为林下经

济增收零星的补充。从炼樟油项目可知，该项工作

也是开展了多年，经验丰富，还可加大收购樟叶的范

围和规模，加强各项工序的管理，精打细算，降低成

本，因今年销售市场行情约有上涨，收入有望增加。

２．３　生态旅游与租摆服务
表３反映出：有的管护队在城市郊区利用环境

优美、山清水秀的林区开展生态旅游、林家乐，充分

发挥山上独特的绿色生态的农家物作为饲料，饲养

的猪、鸡、鸭、鹅等，营养价值高、口感好，深受顾客欢

迎，且能满足客户用餐所需的主料，不愁销路。加上

开展了鱼塘垂钓（今年已增加塘内的鱼类品种，满

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林家乐人气旺、生意兴隆。

管护队利用森林管辖区，培植绿化苗木、观赏花

卉、盆景，开展花木租摆业务，利润率较高，还应积

极、主动寻找市场，增加客户，扩大业务量。

表３ ２０１７年生态旅游与租摆服务统计表

地名 开展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人均增收（万元） 投资利润率（％）
宜宾市西郊 林家乐接待游客 ４６．９４ ５９．１９ １２．１０ ０．４５ ２５．７８
宜宾市翠屏区 花木租摆 １０．００ １４．５０ ５．５０ ０．４０ ５５．００
纳溪区东升街道 花木租摆 １．８６ ２．４０ ０．５４ ０．０５ ２９．０３

３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针对企业现有职工知识水平、年龄结构、区域分

布，每年因人员退休，各管护队的人员也在逐渐减少

等情况，始终坚持分区域、因地制宜、自负盈亏等原

则，聚力发展林下经济“短中长”模式，短线重点发

展林下特色森林食品经营“短、平、快”项目，中线抓

林下绿色生态种植、养殖项目，长线抓生态林家乐旅

游、花木租摆，着力打造、构建长江人森林旅游联动

大格局，确保持续增收。

３．１　林下特色森林食品经营“短”线模式。看准的
项目，就需抢时间、抢季节，以“短、平、快”方式，起

到“吹糠见米”的效果。针对康巴高原甘孜白玉、川

南海拔相对高（在８００ｍ～１０００ｍ以上）的管护队，
由于气候、区域、交通等因素的差别，继续发挥高原

特色，以收购、采摘土特产、中药材加工、销售为主渠

道增收创收。

３．２　林下生态养殖、种植“中”线模式。此类项目，
周期性相对要长点，就要紧紧把握机遇、市场信息

等，不急于求成，稳打稳扎。内地川南管护队主要是

发挥绿色生态养殖、种植的优势。特别是有土地、经

营场所的，如生态养殖的肉牛、土猪、黑山羊等。由

于生态养殖的肉牛、土猪、黑山羊等食品，成为一种

理想、安全的肉类替代品，人们消费量呈直线上升趋

势，具有一定的市场、消费群体，价格始终处于攀升

的态势，发展空间广阔。仅从近几年养殖市场分析

可知，由于生态养殖、繁母羊、牛的基数在下降，育肥

羊、牛相对缓慢；在城乡环境整治中，许多舍饲养场

所环保不达标的被关闭；加上大规模舍饲养成功的

特别少，这样，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规模可适当扩

大。

３．３　发展林家乐、花木租摆“长”线模式、前景广
阔。川南片区的国有林场改革已落实到位，地方政

府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交通、住宅、生活环境等

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依托林区的环境优势，以“享受

天然氧吧、体验休闲养生”为切入点，有条件的推出

“住林屋、吃山珍、采山果”为一体的“林家乐”生态

旅游，吸引大家来感受森林的原生态美。做好了森

林管护本职工作，工资收入稳定，在工作之余，开展

的“林家乐”（花木租摆）在品质优、服务好上下功

夫，从而赢得用户、赢得市场。

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值得注意许多问题。

要及时了解工作、市场信息，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

困难，市场需求、销售价格等情况，通过网络，运用企

业所处地区跨越、信息共享。如微信、ＱＱ群、朋友
圈等，积极促销，力争最大经济利益化。要加强学习

林下种养殖的新模式、新技术。如：及时出售成品肉

９２１３期 詹克成，等：国有森工企业职工发展林下经济模式探讨 　　



牛、土猪、黑山羊等，饲养达到一定的规格应及时出

售，否则会因饲养成本增加而得不偿失，就降低了效

益；预防疾病也是取得效益的关键之一，除搞好清洁

卫生和消毒工作、保证饲料及饮水卫生安全、驱虫等

工作外，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兽医技术，要与当地兽

医保持联系，做好瘟疫、疾病防控、治疗等，有条件的

还可以给养殖的猪、牛、羊，买保险，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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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明显低于本研究中的林分密度（竹海镇金堂

湾、龙头镇昆仑三组的密度分别为１３２０３株·ｈｍ－２、
１２５４９株·ｈｍ－２）。

科学合理的经营措施可明显促进硬头黄竹林的

生长。例如，张文元等采用３种处理对赣县的硬头
黄竹林进行施肥，结果表明，地上部分生物分别比对

照提高了１０９２４ｇ·株 －１、２２９２ｇ·株 －１、１６２６３ｇ
·株 －１［１０］。综合分析认为，要提高长宁县的硬头黄

竹林的产量，需要采取合理的经营措施，比如密度调

控和抚育施肥（尤其施加Ｐ肥和Ｋ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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