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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重要性

一、取得的成效
1. 生态得到改善
退耕还林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主要表现在加快国土绿

化进程、治理水土流失、涵养水源、防治土地沙化、增加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退耕还林不仅遏制了生态环境的毁坏与退化，而且以农
林牧相结合，工程与生物措施相结合为基础，使区域生态系统趋于
稳定，形成了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退耕还林工程将使生态环境得
到更大的改善，绿化面积得到大幅度提升。

2. 经济得到增长
农民在退耕还林的同时，得到国家兑现的粮补和造林苗木补助

费。在获得国家补助的同时，调整了农村劳务结构，为农村富裕劳
动力转移，从事多种经营和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

3. 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而且有效地调

整了农村土地利用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实行复合经营，改变了农
民长期单一的种植结构。部分县市在确保不造成水土流失的前提下，
在工程建设中应用间作技术，从造林后到林木郁闭以前这段时间进
行林药、林经等间作，实施复合经营，最大限度地在时间顺序和空
间配置上提高新植林地的利用率，既经营了林地，又有较好的经济
收入，达到一地多用，一举多收。

4. 群众意识增强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调动了群众造林的积极性，提高了广大

人民群众造林护林的自觉性，通过工程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
识到，遏制生态灾难、维护生态安全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主导需求，
在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后，人民对美化生活环境有着强烈的愿望，
参与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建设的积极性提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农民群众的问题
退耕还林针对的就是西部地区水土容易流失的边远山区山坡耕

地，这些地区经济落后，农民传统意识浓厚，吃的方面主要靠自耕
地。眼下有的农户除留少量菜园地以外，其余土地几乎退完。还“林”
的品种中极少有几年就能见效益的经济林，绝大部分属生态林，而
在退耕还林地区，同时也是林木禁伐区。国家对退耕农户补助是有
限的，补助年限期满后，到底靠什么吃饭，老百姓心里无底，这是
退耕地区农民普遍存在的担忧心理。

2. 退耕地地类变更问题
关于退耕还林林地的性质问题，耕地退耕还林后，使用性质已

经发生改变，由耕地变成了林地，由于多方面原因，很多地方没有
将这一部分森林资源核发林权证，给林业部门的管理带来很多不便。

3. 重退耕，轻管理
退耕还林工作从争取指标、规划设计、农户实施、检查验收、

抚育管理，直到兑现补助，上至林业工作人员，下至退耕农户，程
序多、时间长、任务重，量大面广，涉及千家万户。一方面从管理
上，工作人员队伍人力不足，经费有限，容易出现疏漏；另一方面，
退耕农户首次检查验收兑现补助后，就疏于管理，使退耕地处于自
然发展状态，达不到退耕还林的理想效果。

4. 退耕补偿标准，如何与当前粮价与农业政策衔接问题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国家不断的对不住方案进行了更改和

调整，如：不住粮食、补助金等。同时，为保证退耕还林政策的顺
利实施，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应的如减免退耕地农业税等政策。但是
在随后的几年间，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发展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同
时国家对农业关注进一步加大，相继出台了取消义务工、取消农业
税、实行种粮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对土
地的依赖性有所加强。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各级林业部门投入退
耕还林工程的人力、物力加大，退耕地管理的难度加大，来自社会

各界的阻力加大。同时，粮食供需平衡关系的改变，粮食价格的上
涨等一系列所要面对的问题，都对退耕还林事业的发展、成果的巩
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利益、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三者的
关系与定位问题，又重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5. 存在复耕现象
退耕后造林地基本没有产生经济效益。在生态效益显著的同时，

退耕后还林（草）地的经济效益却微乎其微。而农业上取消农业税、
种粮直补政策以及粮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种粮收入已远远高于国家
补助，个别农户不愿将耕地变为林地，出现了复耕现象。

三、相关的对策及办法
1. 实行生态补偿机制
相关延长了补助年限，对到期后的退耕还林地按照森林分类经

营原则和森林法的规定，纳入到公益林，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
度。这样，既保住了退耕还林成果，又增加了退耕农户的收入。

2. 退耕还林补助比照粮价，实行浮动补贴机制
退耕还林补助比照粮价，实行浮动补贴。改变现有补助标准不

变的政策，退耕还林补助要根据当年的粮价上涨幅度和退耕地的边
际产量、退耕面积对退耕农户予以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盯住粮价，
这与退耕还林政策的初衷是一致的，即“粮食换生态”。

3. 关于退耕还林林地的性质问题
耕地退耕还林后，使用性质已经发生改变，由耕地变成了林地。

为便于对退耕还林地进行管理，建议国家应明确退耕还林地的使用
性质为林地，按《森林法》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时颁发
林权证，同时注销原国土部门颁布的土地证，变更农村土地承包证，
以便按照《森林法》的规定对其进行严格管理和执法，保护新增的
这部分森林资源。

4. 适度控制发展规模
基层林业部门每年忙于完成当年新的工程建设，从丈量土地、

规划设计、组织群众造林实施、再进行检查验收，然后组织国家补
助钱粮的发放、兑现。这一系列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一年的时间。
而用于对以往工程的质量提高和成效巩固的精力和时间少得可怜，
至多是在抓新任务落实的间隙做一些层面上的强调而已。现在需适
度控制发展规模和速度，着力采取补植、补造、抚育管理等措施对
以往工程成果进行有效巩固。

5. 明确管护经费，加强后期管护
现有退耕还林政策只有造林方面的费用，而无管护经费。据调

查了解，国家、地方、农户三者的利益目标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国
家要生态、地方要发展、农户要钱粮”，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不会
为了那几亩退耕还林地而专门留人管护，而要外出打工或开辟其它
增收路子，这样，几年后，国家投巨资希望得到的林子，将会因农
户疏于管护，而被牛羊践踏、森林火灾、病虫害等毁于一旦。尽管
按目前政策规定，对保存率达不到标准的农户可以采取不给补助钱
粮的手段进行制约，但如果这样的话，农户索性就不要补助钱粮了，
而重新复耕，这样，国家前期投入就白白损失了。因此，要积极采
取措施，加强后期管护，以确保退耕还林成果的巩固。

6. 培育后续产业，解决退耕农民长远生计
退耕还林工程要确保长期成效，达到中央“退的下、稳得住、

能致富、不反弹”的战略要求，最终实现“山川秀美”，改善生态环境，
抓好后续产业的发展，解决好退耕农民长远生计问题是关键。

四、结语
退耕还林工作是国家保障森林资源的一项重要政策，同时也是

人们就当前环境问题中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作为从事林业工作的
一员，我们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的积累和总结，并结合实际进行
分析，从而更好的做好退耕还林工作，造福群众，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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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的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不断恶化，森林资源锐减、洪涝灾害频发、沙尘暴次数增多、环境污染加剧，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

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减少，这些生态问题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实施退耕还林，不仅能改善以上问题，还能保护生态环境。文章结合

笔者的工作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当前退耕还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关键字：退耕还林；生态建设；绿化；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