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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

生态扶贫策略探析

付励强１，立言伍叶１，程　鲲２

（１．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６００；

２．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摘　要：生态扶贫是实现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双赢的有效途径，在自然保护区社区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彝族贫困山区，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程度低，部分群众仍处于贫困

状态，面临的扶贫问题非常突出。笔者借鉴和分析近年来国内外各地区生态扶贫模式和扶贫项目案例，并结合社

区现状探讨各个扶贫模式中适宜社区开展的生态扶贫项目，为保护区实施生态扶贫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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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最有效
的途径［１］，然而我国自然保护区多位于经济发展水

平不高的区域，数据表明８４％的国家级贫困县内有
自然保护区分布［２］。在这样的地区本地居民对自

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极高，但自然保护区的规章制度

和强制性管理办法限制了周边社区对自然资源的利

用，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３］。自然保护区与周

边社区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引发冲突，利益矛盾不断

加剧［４］。世界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许多自然保护

区周边社区为本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贡献，却长

期处于贫困状态［５］，因此生态保护与社区减贫之间

关系是国内外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６～７］。



当下脱贫攻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重要的工作

主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务院特别强调坚持扶贫

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

提出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地区实行生态保护扶

贫。生态扶贫是实现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

双赢的有效途径［８］，在解决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

社区减贫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落实生态扶贫

政策，国家六部委制定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社

区贫困人员可通过参与工程建设、发展生态产业、从

事生态管护员等公益性工作、获得生态保护补偿等

方式增加收入。

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

马边大风顶保护区）以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及其自然环境为保护对象，是野生大熊猫种群分

布的最南端，在大熊猫地理分布上有着重要的保护

价值。马边大风顶保护区所在的马边彝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马边县）是四川省主要的彝族聚居区之

一，彝族人数占总人口的４７５％，并且处于自然环
境恶劣的川南缘山区，脱贫难而返贫易［９］，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能否如期实现脱贫致富奔小

康，民族贫困山区脱贫是关键［１０］。马边大风顶保护

区周边社区不仅位于彝族聚集的贫困山区，还承担

着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因此帮助社区群众

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迫在眉睫。本文结合马边大风

顶保护区管理现状和马边县脱贫攻坚工作任务，通

过对国内外生态扶贫成果的综合分析，提炼生态扶

贫模式，借鉴成功的扶贫项目案例，从而找出适宜在

周边社区开展的生态扶贫项目，这些生态扶贫策略

的提出对马边县脱贫减贫工作具有实际意义和重要

的参考价值。

１　保护区周边社区贫困情况

马边大风顶保护区（Ｎ２８°２６′～２８°４５′，Ｅ１０３°
１３′～１０３°２６′）西邻凉山州美姑县，南接凉山州雷波
县，东西宽约１３ｋｍ，南北长约３８ｋｍ，呈一狭长地
带，最低海拔 ８００ｍ，最高海拔 ４０４２ｍ，总面积
３０１６４ｈｍ２。周边社区分布在保护区东边和北边
（如图１），包括沙腔乡、高卓营乡、永红乡、梅子坝乡
和烟峰镇５个乡镇、２３个村（社区）、８８５３户、３５３９２
人。保护区社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物质生活资料

和基本文化教育资源均严重贫乏，贫困人口有

２２３１户 １０４１０人，占社区总人口的２９４１％。截止
２０１７年底，社区贫困人口仍有 ６６０９人未脱贫，贫困

发生率为１８６７％。

图１　周边社区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根据社区贫困人口基本情况，针对在校生状况、

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要素进行统计分

析，了解贫困人口实际构成情况（如表１），其中具有
劳动力的社会人员仅占４５９２％。结合贫困户家庭
致贫原因和人均收入分析，社区贫困的主要因素包

括缺资金致贫、因病致贫、缺技术致贫、缺劳动力致

贫、因残致贫、因学致贫等。因此，马边大风顶保护

区社区生态扶贫要考虑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具体

情况，并选择适合社区参与的生态项目。

表１周边社区贫困人员实际构成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ｏｒｐｅｏ

ｐｌｅ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贫困人员社会属性
占总贫困人
口比例（％）

学龄前儿童 １４．３２
在校学生 ２７．３０
　其中：学前教育（幼儿园） ２．３７
　　　　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初中） ２３．３９
　　　　高中教育（含高职、中专） １．１３
　　　　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及以上） ０．４１
社会人员 ５８．３８
　其中：技能劳动力 ０．０５
　　　　普通劳动力 ４５．８７
　　其中：文盲或半文盲 １２．３９
　　　　　小学学历 ２７．９１
　　　　　初中学历 ５．１５
　　　　　高中（高职、中专）学历 ０．３３
　　　　　大学（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 ０．０９
　　　　丧失劳动力 ０．７６
　　　　无劳动力 １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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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保护区周边社区对自然资源利用情况

２．１　采笋
马边大风顶保护区境内有１０余种竹类，分布在

海拔８００ｍ～３５００ｍ之间，总面积约２万ｈｍ２，是大
熊猫食物的主要来源。每年春秋两季是筇竹、三月

竹、玉山竹等竹类资源生长繁殖的关键时节，平均出

鲜笋量达１００多万 ｋｇ。周边村民在“天保工程”实
施后采伐林木等劳务收入锐减，进入保护区采笋出

售便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多年

持续高强度采笋活动，不仅导致大熊猫食用竹类数

量减少、质量下降，而且竹林提早开花，威胁大熊猫

生存繁衍。为缓解大熊猫食用竹保护与农民生计之

间的矛盾，在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实行全面禁

采，而在实验区内按照封山休息１ａ、开放采笋１ａ
的方式对竹笋资源实行按年“封山轮息”。虽然有

禁采年社区共管人员巡护，开采年笋农进入实验区

采笋的管护政策，但过多的人为活动仍会对大熊猫

及栖息地造成很大的干扰。

２．２　放牧
周边社区牧民主要在保护区高山草甸放养牦

牛、绵羊、马，在林区放养山羊、黄牛、马、猪。保护区

高山草甸生态系统脆弱，大量放养牲畜对草甸破坏

极大，特别是牦牛，它能将草连根刨起吃掉，因海拔

高、气温低，草甸恢复十分困难，导致部分草甸荒漠

化，水土流失加剧。由于放牧是周边社区牧民重要

经济来源之一，禁牧等同于切断周边社区牧民重要

生计来源，因此全面禁牧工作开展难度大。目前，保

护区只针对破坏最大的牦牛开展禁牧工作，缓解草

甸荒漠化速度。

２．３　采薪柴
因经济困难，周边村民日常生活很少有用电，主

要依靠大量的薪柴煮饭、烧水、取暖等。村民自己的

责任山和自留山的薪柴远远满足不了日常生活需

求，他们有时就要到保护区内采薪柴，更有甚者在利

益的驱动下铤而走险，在保护区内盗伐林木。采薪

柴不但破坏生态环境，而且薪柴使用率极低，造成森

林资源极大浪费。

２．４　采药
保护区内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一些周边村民

在农闲时间会偷偷进入保护区非法采药，这不仅对

中药材等可再生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在采药的

同时还会砍掉其他野生植物，甚至存在盗伐林木、偷

猎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保护区原始森林生态环境

的完整性。尽管保护区不断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

度，但违法人员的反侦察意识也在增强，给保护区林

政资源管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３　生态扶贫模式分析

经过多年开展大规模脱贫战役后，国内学者在

生态扶贫模式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１１］，也有学者对这些生态扶贫模式进行了梳理和

评价［１２］。本文总结了主要的生态扶贫模式，包括生

态建设型扶贫模式、生态产业型扶贫模式、生态移民

型扶贫模式、生态补偿型扶贫模式。

３．１　生态建设型扶贫模式
生态建设型扶贫模式是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高

度融合的一种扶贫模式，就是将生态保护观念融入

经济建设当中，通过实施生态建设项目，不仅可以产

生生态效益，也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种扶贫

模式在林业方面尤为突出，昆明市基于林业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中的优势借助林业生态建设带动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１３］，太原市从造林绿化、退耕还林、生

态保护、干果经济林等方面全面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扶贫［１４］。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这种模式是当前解

决精准扶贫和全面小康的迫切需要和理论依据［１５］，

特别是对人口较少民族区域发展，能够促进扶贫开

发与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１６］。

３．２　生态产业型扶贫模式
产业型扶贫作为一种“造血型”的扶贫开发模

式，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近

年来我国各地都在积极地推进产业扶贫开发，有部

分地区成果颇丰。总体来看，生态产业扶贫主要包

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等

产业。

生态农业需要以现代农业科技化手段构建一个

完整的生态农业产业体系，提升整个体系运作效率，

保证农业产业高产高效［１７］，更适合在县域内开展。

生态工业相对于“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是新

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但这需要综合考虑经济、

资源、环境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影响因素［１８］。

生态畜牧业将畜牧业自身发展和生态经济有机

结合，以实现资源高效转化、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

为目的，是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１９］。

目前，中国特色生态畜牧业包括草地生态畜牧业、山

区生态畜牧业、农区生态畜牧业、城郊生态畜牧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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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生态工程［２０］。

生态旅游业是在新形势下蓬勃兴起的新兴旅游

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能够增加就业机会，促进

国际经济文化交往。目前，生态旅游业主要依托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发展，在实现经济、

社会和美学价值的同时维持适宜利润和环境资源保

护，使开发商、旅客、社区及其居民都能直接受益。

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业不仅可以为保护区建设

和管理筹集大量资金，还能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

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居

民脱贫致富，同时基于科普教育功能增强公众的环

保意识，改善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居民的关系［２１］。

３．３　生态移民型扶贫模式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政策的实施，生

态移民战略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国

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这项目举措虽然是以保护生

态环境和改善农民经济为出发点，但是作为一种政

府主导下的非自愿性移民，其本身和过程都存在很

多未知性和不确定性［２２］。目前，马边大风顶保护区

内无村民居住，周边社区部分群众因危房而易地搬

迁，并且政府根据易地扶贫政策也给予了相应补助，

已不符合生态移民型扶贫要求。

３．４　生态补偿型扶贫模式
生态补偿原指在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而“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政策的

提出，意味着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长

期以来，贫困地区在国家发展中实际承担了“生态

保障”等重要角色，尤其在实施“天保工程”、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的生态脆弱区和主体功能

区，实行生态补偿型扶贫从法理上体现了社会公平

正义，也为扶贫开拓了新的途径和手段［２３］。生态补

偿型扶贫是对当地居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遭受的损

失而进行的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要有配套的就

业、培训等措施，保障当地居民基本生活来源。

４　保护区生态扶贫策略

马边大风顶保护区开展笋山管理、禁牧管理、林

政资源管理等工作，虽然在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中取

得了显著成效，但这与周边社区群众“靠山吃山”的

传统生活方式有所冲突，制约着社区发展。基于周

边社区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马边大风顶保护区应

着重实施生态建设型、生态产业型、生态补偿型生态

扶贫项目。

４．１　生态建设型扶贫项目
当前的笋山管理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虽然取得一定管理成效，但对大熊猫及生态环境的

人为干扰依然存在。因此将笋山管理融入林业生态

建设中，积极改变林业发展方式，为周边笋农寻找新

的代替生计才是保护区竹类资源管理的长久之计。

马边大风顶保护区气候适宜，竹类资源丰富，依托退

耕还林工程在保护区周边山地种植食用笋和大熊猫

主食竹具备可行性。

（１）食用笋种植项目。竹笋肉质细嫩，含丰富
的维生素、磷铁钙镁等矿物元素和人体所需的１８种
氨基酸，营养价值高并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２４］，发

展食用笋种植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

一。马边大风顶保护区社区可建立食用笋种植合作

社，由政府宣传引导、农业局提供技术支持、企业对

食用笋市场评估和收售，根据市场需求指导社区笋

农选好品种和林地适时种植，并采用防虫、保鲜、提

早出笋等技术搞好竹笋培育管理，逐步形成规模化

种植。

（２）大熊猫主食竹种植项目。２０１６年大熊猫食
用竹（笋）首次纳入了政府采购，大熊猫食用竹（笋）

商业化将是种植大熊猫主食竹的重要商机。四川人

工圈养大熊猫现有３６４只以上，而每天每只大熊猫
采食竹子量为２０ｋｇ～３０ｋｇ左右，每年四川人工圈
养大熊猫就至少需要２６５万 ｋｇ竹子。以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例，大熊猫主食竹 ５种、竹笋 ３
种，并且都来源于地理位置较近的都江堰、雅安、绵

阳三地［２５］。大熊猫主食竹类一共有 １１属 ６４
种［２６］，但是因成本和交通因素，可供圈养大熊猫采

食的竹子种类较为单一。马边大风顶保护区内有丰

富的大熊猫主食竹，乐西高速和仁沐新高速（马边

支线）即将在２０２０年初实现全面通车，马边县至成
都将缩短至三个多小时。因此，马边大风顶保护区

社区种植大熊猫主食竹将在未来大熊猫食用竹

（笋）市场具有巨大的竞争力，并将成为社区脱贫的

重要产业之一。

４．２　生态产业型扶贫项目
４．２．１　生态畜牧业

周边社区农户在保护区内随意选择地方散养家

畜，虽然农户养殖成本低，但这对自然资源破坏大，

养殖成本转由生态环境承担。保护区禁牧管理工作

并不能有效解决放牧问题，只有转变农户传统放牧

方式，发展山区生态畜牧业才是保护生态环境并解

决放牧问题的长久之计。由于农户各自散养很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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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规模化、产业化，因此需要在社区建立生态养殖合

作社，将养殖户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在保护区周边规

划放养区域，按照市场需求选择养殖种类，再由合作

社联系市场统一销售，从而打造出具有大风顶特色

的林下规模化生态养殖产业。目前，林下生态养殖

模式主要应用于鸡、羊、猪和特种经济动物养殖产业

中，而生态养羊和生态养猪尚处于起步阶段［２７］。

（１）林下生态养鸡项目。利用林区的丰富自然
环境，采取现代饲养与传统养殖相结合、种植与养殖

相结合的方法，将本地优质土鸡或蛋鸡品种的雏鸡

放到山林中饲养，以人工无公害混合型饲料、昆虫、

野草作为主要食料来源，饲养出满足市场需求的绿

色安全鸡肉、鸡蛋，提高农民收入。研究表明，林下

养鸡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均低于工厂化养鸡，因而具

有很高的出栏率［２８］，而散养的蛋鸡可显著改善蛋品

质，提高蛋鸡健康水平［２９］。

（２）林下生态养羊项目。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
态环境为依托，发展以牧促林、以林护牧的生态循环

种养模式，充分地利用丰富的林地资源为市场创造

绿色肉食品，将林下生态养羊发展为边远山区农民

脱贫致富、廉价快捷、绿色环保的致富项目。例如，

重庆市按照特色化、市场化的发展思路正在探索适

合重庆的林下养羊模式，发掘林下畜禽养殖的发展

潜力，为农民增收创出一条新路子［３０］。

（３）林下生态养猪项目。在林地环境下，采取
圈舍饲养和林地放养相结合的养殖方式养猪，能较

好地克服养殖污染，缓解用地紧张，生产出天然优质

的商品猪［３１］。林下养猪是近年刚发展起来的一项

低碳环保新兴养殖方式，目前只有常见病防治方法

研究，缺乏在养殖技术方面探索，但是黑龙江、广西

多地已开展了林下生态养猪项目，通过考察学习和

借鉴经验发展马边大风顶林下生态养猪项目，也是

社区农户发展经济的一个商机。

（４）林下特种经济动物养殖项目。目前，国内
毛皮动物（狐、貉、貂）、茸鹿（梅花鹿、马鹿）、珍禽等

主要特种经济动物在产业发展、科研创新、国际影响

上取得了重大成果［３２］。黑龙江省因“禁伐政策”的

全面实施使林区面临经济转型，林下养殖特种经济

动物成为合理利用资源、快速实现林区经济转型的

有效方式之一［３３］。马边大风顶保护区要全面实行

笋山禁采、林区禁牧工作，必须实行林区经济转型，

因此可借鉴经验开展林下特种经济动物生态养殖。

４．２．２　生态旅游业
在马边县旅游开发研究过程中，很早就开始对

马边大风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进行研究，但因各

种问题一直处于零起步阶段［３４］。有研究表明，彝族

的传统文化习俗，如丧葬、婚姻、宗教信仰等影响彝

族的生产生活，其中有的已成为其贫困的根源［３５］，

而生态旅游是马边县旅游扶贫的最佳模式，可以把

这些劣势转化优质的旅游产品［３６］。目前，马边大风

顶保护区已被评为四川省“首批国家级森林氧吧”

和“第二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将是马边县生

态旅游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周边社区围绕七月火把

节、烟峰彝家新寨等彝族文化建设，将彝族传统文化

习俗作为原生态文化旅游产品融入马边县生态旅游

业中，让所有人都能参与生态旅游开发并从中受益，

使其在增收脱贫的同时更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４．３　生态补偿型扶贫项目
社区共管在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方面

有着重要的作用，针对马边大风顶保护区笋山管理、

禁牧管理、林政资源管理等重点时段人员不足问题，

创新社区共管人员聘用机制，优先考虑保护区周边

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工作意愿，落实临聘岗位护林

监督员，同时结合全县“生态保护脱贫一批”政策，

以每户选聘１人的方式，从保护区周边乡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选聘生态护林员，让周边社区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口就地参与社区共管，在促进保护区管

理工作的同时可直接增加贫困户的收入［３７］。

综上，马边大风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紧密相连，

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程度与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息息相关，两者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将保护区管

理工作与生态扶贫政策相融合，不断发展以生态旅

游为主导、以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为辅助的高附加

值产业。同时，将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有机地融合

到生态旅游中，一方面增加体验类生态旅游产品，一

方面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让社区村民、旅客等利

益相关者都能实现利益共享。唯有如此，周边社区

群众才能从潜在破坏者转变为共同管理者，马边大

风顶保护区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因采笋和放牧等人类

活动所带来的破坏，从而实现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长久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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