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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到“十三五”收官之年，广西地区共完成义务

植树 8126 万株，同时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理念，2020 年全区共完成植树造林总面积达到 321 万

亩，连续 13年实现年均造林 300 万亩以上，以此着力

打造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如今已经取得良好成效。

广西地区获得如此成就，与当地造林技术和营林管护措

施密不可分，本文以广西钦州灵山县为例，总结该地区

植树造林与营林管护方案，旨在进一步帮助相关单位巩

固造林成效，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经济与生态效益。

一、广西钦州灵山县基本概况

灵 山 县 地 理 位 置 为 109º22 ′ ～ 109º29 ′ E，

22º25′～ 22º36′ N之间，西与横县交界，东临浦北

县，属北热带季风气候，特点为高温多雨，夏湿热，

冬干暖，偶有冷空气入侵并常受台风、寒露水、春旱、

夏涝的影响，年辐射总量达 102.24ka/cm2，平均气温为

21.7℃，年降雨量 1730mm，蒸发量 1140mm，年均相

对湿度 80% ～ 84%，年平均风速 2.0m/s，全年日照时

数 1947.6 小时。县域内部地形复杂，东北高，南部低，

地貌属低山、丘陵地形，一般海拔 200 ～ 600m，地势

较陡，坡度在 25 ～ 40°左右。林区内成土母岩为岩浆

岩，土壤主要为赤红壤，呈棕红色，表土层 5～ 20cm，

土层一般深 100cm，pH酸碱值 5.5 ～ 6.0 之间，质地多

为中壌土，疏松、透气透水性良好，有机质含量丰富。

林下灌木层含有较多热带植物成分，如水锦树、粗叶

木、罗伞树、大沙叶等，层高 1 ～ 2m左右，草本主要

有铁芒箕、铁线蕨、悬钩子等，层高在 40cm左右，植

被总盖度在 0.4 ～ 0.8 之间。

二、广西钦州灵山县林业执法在植树造林技术

中的工作体现

（一）育苗检疫

该地区当前植树造林多采用扦插育苗和轻基质育苗

两种方式。当萌芽长到 10 ～ 15cm时，剪取插穗，确保

插穗无病虫害，有顶芽，且半木质化，叶片修剪长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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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插穗前，穗条基部蘸上生根粉，或者利用 0.2%甲

基布托津水溶液消毒 5 ～ 8min，之后进行扦插，插入

深度约 2～ 3cm，扦插后淋水遮阴，使穗条保持鲜活，

晴天淋水次数约为 3次，同时在晴天为促进植株生长激

素形成，防止干旱，应进行遮阴，使得苗间透光度为

35% ～ 40%之间即可，插条扦插 15 ～ 30d之间即可长

根成活；轻基质育苗指利用营养土，先在苗圃地培育优

质大苗，之后将 2～ 3a生大苗进行上山造林。

在检疫过程中，林业执法队伍主要对引进的种源和

上山造林前的实生苗进行病毒与细菌检疫，加强林业植

物调运排查工作，多措并举做好调运防控，对苗木产地

“一签两证”进行深入排查，拒绝带疫带病苗木用于造

林工程，同时林业执法队伍还深入到造林地块进行苗木

复检工作，坚持科学防控，预防为主，严格按照植物检

疫程序检查《苗木产地检疫合格证》《森林植物检疫证

书》，严把苗木质量管理，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从源头

降低林业病虫草害发生率。

（二）病虫害防控监管

以林木幼苗炭疽病、蛾类害虫为例，炭疽病可以危

害林木花蕾、枝叶、果实，是油茶、桉树、杉木中最常

见的病害之一。危害率在 20% ～ 40%左右，推迟采收

期，多见于夏秋季节，此时技术人员应该对病株及时清

除和修剪，减少初次浸染源，同时喷施 1%波尔多液，

结合 50%甲基布托津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交替使用

5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进行综合性防治，在

5—7月之间，每 15d喷施一次，可以降低林分间潜伏

病菌数量，减轻后续病情，降低病害蔓延速率。对于蛾

类害虫，技术人员可以利用氧化乐果乳剂 3500 倍液、

敌百虫可湿性粉剂 3000 倍液，在 3龄幼虫之前进行防

治，也可以利用部分蛾类害虫的趋光性进行灯光物理诱

杀，以此降低虫口密度。

在森林资源病虫害防控环节，林业执法队伍主要对

有害生物除治工作进行指挥和调度。统一组织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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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林业系统病虫害除治责任，密布病虫害监测

预报网点，强化管理手段，完善执法队伍，使得所有监

测网点涵盖全域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区，确保监测覆盖率

达到 90%，不断提高森林病虫害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在

应急反应、防灾治灾、监测预报、检疫预警等方面，发

挥执法效能。与苗木检疫环节有效对接，加大病虫害防

控工作的源头治理，确保整个林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

作走向正轨，保障市级下达的造林任务目标得以实现，

致力于病虫害监控覆盖率达到 100%，不断壮大技术团

队，提高执法队伍、检疫员、监管员、监测预报员专业

素养，以此确保森林植物安全，将森林病虫害损失降到

最低。

（三）间伐与随意砍盗监管

在森林经营管护过程中，对于林下卫生条件较差、

杂灌杂草多而影响林木生长的林分采取割灌除草方式，

对于郁闭度过高、光照条件差而影响林木生长的林分采

取透光伐方式进行抚育管理。其中，该地区多数林场间

伐抚育林分有马尾松中幼龄林、杉木中幼龄林和椎木中

幼龄林，林龄 8 ～ 9a之间，属首次间伐，由于密度过

大，光照不足，弯曲、矮小劣等株数达 10%以上，林

下、林间杂木、杂草生长旺盛，目标树种生长缓慢，林

分质量低下，严重影响目标树种的生长。割灌抚育的树

种有马尾松和红椎幼龄林，林龄为 4年，由于林下、林

间杂灌、杂草生长旺盛，与目标树种争抢水肥、光照，

严重影响到目标树种正常生长。

1.按照确定的保留株数，间密留疏，去劣留优，砍

小留大，保留珍贵树种和优质树木，调整林分结构，按

照采伐性质不同，合理选择皆伐、间伐和择伐方式，一

般情况下，皆伐保留株数＜间伐≈择伐，不同的是，间

伐主要指分几次将林地上的全部林木伐掉，时限通常是

10 ～ 15a，择伐是指定期重复地砍伐成熟木，以此促进

保留木生长发育，使得林地上始终保持有各个龄级的林

木，且在间伐之后可将过密的树林疏化，以此让自然光

线可透过树梢照在林下地面，改善林分质量，避免树木

生长缓慢，提高森林资源风折/雪折灾害抗拒能力，提

升森林整体效益。

2.抚育间伐方法和方式。间伐是为了增加林分的通

风透光度，改善中幼龄林的生长环境。间伐木的选择采

用“三砍、三留、四看”的原则，所谓“三砍、三留”

是指砍劣留优、砍小留大、砍密留疏，“四看”是指第

一要看树冠，保证间伐后林分内有适宜的郁闭度，以充

分使林分通风透光，使每株林木有一定空间伸延枝叶，

扩大冠幅；第二看树干，保证间伐能达到去曲留直，去

弱留强的原则；第三看林木周围，避免造成天窗现象出

现，要求能保证适合的株行距，使林相整齐，并且均匀

分布；第四看林木的生长势，要求间伐后能够更好地促

进保留木的生长发育。在实施过程中要小心操作，防止

采伐林木剥伤折断保留木的树干枝条，并坚持统一规

划、分区施策、科学确定抚育林分和作业方式，根据林

场中幼龄林的实际生长情况，科学确定抚育作业区及抚

育方式，在马尾松、杉木、红椎幼龄林中进行透光伐作

业时，按照确定的保留株数，间密留疏，去劣留优，砍

小留大，伐除影响保留木生长的树木，调整林分结构，

改善保留木生长环境。

3.抚育间伐方式与采伐强度。为了确保抚育作业后

林分的合理结构，对施工单位要做好事前指导，事中检

查工作，严格执行作业设计技术规程，郁闭度降低不能

超过 0.2，抚育作业后，保留林分郁闭度 0.7，林分平均

胸径不得低于间伐前林分平均胸径，根据作业区实地情

况及林木生长情况，因地制宜，主要是采用油锯和人工

手锯伐木相结合两种方式。

在这一环节，林业执法队伍为确保林区科学规划，

有序采伐，应该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以采伐间伐为名而借

机随意毁坏树木行为，引导林区严格履行申报审批制度

与程序，对造林户间伐申请书、村委会、村支部主要干

部签字盖章、乡镇长签字、间伐许可证、间伐效果进行

审核。在必要时应该成立技术指导小组，与当地乡镇政

府和林业和草原局展开密切配合，打造巡查监管队伍，

确保营林技术人员可以以标间伐，科学设计，避免组织

不力而造成的林木损坏，以此加大执法力度，一旦发现

毁林案件和随意砍盗窃案件予以严厉查处。

（四）森林普法教育的宣传与推广

为有效提高森林执法队伍办案水平，推进该地区和

相关林区森林资源教育和整顿工作，树立新时代执法队

伍形象，相关部门应该结合工作实际，利用植树节、地

球保护日和相关节日，围绕案件事实、法律条文等，对

周边群众、造林地、林场、林户进行普法宣传，推广新

《森林法》相关内容，进一步增强周边群众法律意识，

引导其树立保护森林资源自觉性，确保群众可以做到

自觉守法、学法、用法。同时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

作，严禁在禁火区制造明火，在清明节、元宵节、春节

等重要节点日期，通过拉横幅、发放宣传手册、打造标

志牌、竖立警示牌等多种方式，提高全民防火意识，压

实主体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做好森林火灾紧急预案，

提升巡检频次，以此积极消除森林火灾隐患，做好森林

防火教育宣导。最后，行政执法队伍为构建依法治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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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氛围，应坚持保护优先，开展飓风行动、绿盾行动、

春雷行动等专项行动。加大林业行政案件查处力度，在

森林普法基础上，对木材经营加工不善，林木采伐不

当，防火用火不不严等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最终提高森

林资源保护工作的震慑力，以此进一步巩固造林成果。

三、获得成效

以上植树造林与经营管护项目完成后，社会生态效

益显著，不仅能巩固造林绿化成果，还可以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减少地表径流，减少土壤流失，从而减少洪

涝灾害和干旱灾害；另外，森林具有调节气候、消毒杀

菌、吸附尘埃、降低噪声、净化空气、改善水质，保护

人类生活和生存环境的特殊功能。因此，项目建成后，

对于在钦江发源地发挥水源涵养作用，减少灵东水库集

雨区的水土流失等生态功能，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发挥积

极作用，且工作完成后，幼林长势会进一步提高，将增

加高质量的森林面积，进入轮伐期可进行采伐利用，预

计每亩平均可获得木材 7立方米，按木材统价 600 元/

立方米计，木材产值可达 6334 万元，其经济效益十分

明显。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在除草抚育工作生产过程

中可提供 1.5 万工人的劳动就业机会，并将获得 150 万

元的劳务收入，这对于加快林区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灵山县利用以上造林技术和营林管护措

施，获得显著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充分发挥森林资

源涵养水源作用，加大林户增收创收，可以为其他地区

带来先进营造林技术经验。因此，在今后工作中，林业

和草原局行政执法队伍应该在育苗检疫、森林病虫害防

控、间伐抚育、教育宣传等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强化

督导检查，避免组织不力而造成的林木损坏，熟练运用

林业法律相关政策与知识，提高执法水平，提升依法治

理能力。同时除本文提到的执法策略外，相关部门还应

该学会利用新媒体技术，构建“互联网+监管”“互联网

+执法”模式，以此进一步营造依法治林氛围，从而最

大化保护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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