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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业基本情况
一是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政策稳步推进，确保了天然

商品林区稳定；二是初步建立了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三是实行
了工作责任制，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确保了责任落实；四
是形成了助农增收的长效机制，充分调动了全社会爱林护林积极
性；五是以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为契机，结合天然商品林
停伐管护，带动了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能力的提升，无形中调整和
丰富了森林资源结构，使森林资源的生态保护价值得到了最大限
度地挖掘和利用。

二、存在的问题
（一）天然林及天然林的相对稳定存在隐患
由于天然林补偿的标准仍然偏低，天然林与商品林之间经济

收益差距较大，部分林农更愿意经营商品林获取收益；加上我州
经济建设速度加快，尤其是建设用地上山，需要征收占用天然林
地，给天然林保持相对稳定带来影响。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停伐政策普及宣传力度不够
天然商品林停伐政策还未完全普及，各级政府部门对天然商

品林停伐的相关政策宣传力度不够，阻滞了下一步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工作的开展。有的地方领导对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宣传不力，管理不到位。有的地方不安
排工作经费，影响补偿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资金管理不够规范，补助低
有的地方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补偿工作与管护工作脱节，

对补偿资金的使用监管不到位，存在补偿资金下达晚、跨年度使
用资金，补偿资金兑现不及时，出现补偿金沉淀，管护费和统筹
费、监管费使用不合理等问题。

（四）天然商品林停伐区内群众零星种植的人工经济林木能
否采伐的问题

由于群众不了解森林分类经营相关政策，从而造成部分天然
林地中出现群众零星种植的人工经济林木的情况，对于这部分树
木是否能够进行采伐没有明确规定。

同时，监管不力的问题，查处不及时、责任追究不到位的问
题，林业承担的管理风险相对过高，主体责任大。

三、对今后补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扎实抓好以资金兑现为主的年度责任制检查考评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天然林资金管理和使

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对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二）认真抓好宣传培训工作，建立完善的天然林数据库信
息系统

加强天然林停伐政策宣传，严格天然林管理，落实责任。设
置固定和不固定监测点，利用电子监控、卫星影像、跟踪定位巡
护、无人机进行监管，建立管理数据库，并使之成为常态化。

（三）出台赎买天然林政策
这需要政府参与到保护工作中，通过制定赎买天然林的相关

政策以及下拨部分财政资金来推动赎买行为的发生并予以保护，
使其合法化。

（四）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天保建设顺利进行
天然林保护是全社会都需要参与的伟大工程。政府要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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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天然林的保护是实现生态的和谐与安全有力手段，也是践行科学发展理念、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对天

然林的保护仍然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而困难重重，比如相关的保护机制不完善、管理行为及队伍不规范等问题实属常见。再加上森林资源本身存在的一些生

长特点的特殊性而影响了防护工作的效果。针对现状如何开展科学而全面的保护已然成了最为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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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主导作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并设置专门部门和人员负责
管理，确保资金的合理运用，同时通过发挥自身的政治功能和优
势，号召、呼吁社会各界予以融资，建设相关的保护工程、开展
保护活动等，尤其是要加强对当地龙头企业的沟通和联系，并出
台部分细则来减免投资天保建设的企业的财政税收，由此形成放
射式的融资模式，奠定良好的物资保障基础。同时，对赎买保护
天然林工作，建议由地方政府出台奖励政策，实行财政奖励。

（五）提高天然林补偿基金标准
上级政府大幅度提高生态补偿基金标准，切实提高广大林

农保护天然林的积极性，让他们自觉投入到保护天然林的行动中
去，真正做到天然林的安全管护。一般可以参考政府出台的补助
标准，在此基础上每年每亩提高至 30 ～ 50 元。

（六）采取科学封育措施，培育次生阔叶林
一是采取封山育林天然更新。对郁闭度高的次生阔叶林，

要想更好的保障林木的自然生态繁衍，我们不仅要做好成年林木
的保护，控制采伐力度，也要对其幼苗进行封山育林式的保护，
从而让次生阔叶林的种类、数量都能增加。二是人工促进天然更
新。对郁闭度低的天然次生阔叶林，采用封育改造人工促进的方
法，依据封育的不同地质和条件，通过劈草、补植、封育管护等
措施，保留乡土目的阔叶树种；三是人工更新疏伐改造。对郁闭
度高的天然针叶林，我们可以根据林木生长的土壤环境和质量以
及水源环境等的具体特点来调整林木的结构层次和数量，比如对
一些繁衍快、易生长的灌木类植被可以适当地裁剪，在空出来的
地方种植或栽培一些乡土珍贵阔叶树种，从而达到阴性植被和阳
性树种的合理搭配，使乔木和灌木树种得到有机的结合，使林分
逐步向天然次生针阔混交林演变。

在《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正式实施前，需要进一步
核实天然商品林中人工商品林面积，对区划错误的人工商品林给
予上报调出，以确保林农利益不受侵害。按照“调重调优”的原
则，对重点区位外不利管理的零星生态林、人工针叶林、竹林、
经济林以及农民自留山等予以置换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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