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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山西省晋城市下辖 5 个县属国有林场，分别为泽州县伊侯

山林场、高平市董峰林场、阳城县阳陵林场、陵川县太行第一山
林场、沁水县大尖山林场。通过改革 5 个林场全部定性为一类公
益事业单位，共核定编制 309 人，在职职工 242 人，经营总面积
87.7 万亩，其中有林地面积 73.4 万亩，活立木总蓄积 190.87 万立
方米，林分蓄积量 189.23 万立方米。

二、改革成效
（一）“三定”目标基本实现
从 2015 年开始，全市开展国有林场改革，到 2017 年底，

主体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晋城市国有林场由原 6 个林场整合为 5
个，2016 年 8 月 19 日，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了《晋城市国有
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到 12 月 28 日，5 县（市）委、政府印发
了县级改革实施方案。随着各县（市）改革方案的出台，林场改
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改革难点也显现出来（难点举例一个），
经过市委、市政府多次督查推进，市人大深入到各县进行调研督
导，到 2017 年底，全市 5 个国有林场全部定性为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2018 年 7 月份，泽州县伊候山林场 45 名编制全部列入了全
额事业单位编制；财政部门将林场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

1．“三增”目标完成年度任务。2017 年 10 月，《晋城市国有
林场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25 年）》编制完成并通过评审，随
后各县（市）的《国有林场中长期发展规划》也相继完成，按照
规划要求，各林场积极争取国省市重点工程，开展造林、抚育和
集体林托管工作。一是完成造林 0.5 万亩。二是大力开展中幼林
抚育，近 3 年共实施中央财政森林抚育 5.5 万亩。三是积极开展
集体公益林托管工作。截至目前晋城市已托管会集体公益林 40 余
万亩。四是修建森林康养近 50 千米。

2．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一是林场道路按属性全部纳入
了县域公路网规划，全市 5 个国有林场场部、各管护站的道路全
部建设为柏油路或水泥路。二是林场饮水全部达到了安全标准。
三是林场电网全部进行了改造升级，2012 年全市的电网改造升级
工程将林场电网列入了工程范围，于 2013 年完成施工。

3．资源监管进一步加强。改革后，国有林场的职能也随之
转变，资源监管成为林场最主要任务。一是理顺管理体制，实行
政事分开。将依托国有林场建立的 3 个自然保护区、1 个森林公
园全部整合到国有林场管理，经费全部纳入财政保障，79.88 万亩
林地划为省级永久性公益林，市县网格化管理；依托国有林场建
立的森林扑火队全部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二是创新工作机制，
激发林场活力。为充分发挥国有林场保护培育森林资源的公益职
能，切实激发林场发展活力，不断从创新机制规范管理入手，不
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市县相继制定了《晋城市国有林场森林资
源监督管理办法》《晋城市国有林场年度考核办法》《国有林场场
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等管理制度，资源监管逐步实现制度化、规
范化。

4．社保资金得到保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长期困扰林
场发展的拖欠职工工资、金融债务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解决
了部分临时工清退、其他小额债务等历史遗留问题，目前，林场
在编职工实现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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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效分析
1．生态功能目标进一步明晰。通过科学调整、整合、保

护、托管、提质等有效措施，全市国有林场经营面积增加到 130
万亩。国有林布局合理，重要生态区位列入保护范围，国有林范
围荒山基本绿化，森林结构优化，重点区域保护加强，生态功能
显著提升。

2．民生保障进一步加强。林场经费来源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予以保障，社保全部覆盖，职工队伍稳定，收入达到当地城镇职
工平均水平，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生活设施功能齐全。

3．体制机制进一步科学。国有林场主要功能定位为保护培
育森林资源、维护国土生态安全、提供生态公益服务和生态产
品，按从事自然资源保护类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管理。建立了功
能定位明确、职责分工明确、目标任务明确、政策保障有力、管
理科学规范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落实了国有林场法人自主权，
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

三、发展方向
（一）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是国有林场最本质的工作。一要严格执

行《森林法》《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依法对国有森林资源严格进行保护。二要加强队伍建设，对
管护人员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培训，提高管护人员综合素质，提
升保护水平，确保保护效果。三要加强管护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林场职工生产生活条件，稳定职工队伍，增强职工的获得
感、幸福感。

（二）加强森林资源培育
森林经营是国有林场发展永恒的主题，在保护好林场现有森

林资源的前提下，还要加强森林资源培育。一是要加大森林抚育
力度。在改善森林质量，提升林地产能的同时，储备大量木材。
二是持续开展营造林。要积极争取营造林项目，增加林场森林面
积。三是要加强低产低效林改造。

（三）积极发展森林生态产业
要立足区域特色，结合各地历史人文等区域特色，挖掘森林

在疗养休憩、度假保健、生态养殖、中药材采集种植等方面的作
用，积极发展探索“森林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从而促进森林
资源向森林资产转变。

国有林场作为国家林业发展建设的最前线，将始终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发展理念，通过不断地改革创新，在
保护修复好绿水青山的同时，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创造更多的生
态资本和绿色财富，生产更多的生态产品和优质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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