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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武定县的林业工作实践,认真分析了发展武定县林下经济产业的重要性即充分利用丰富的林下资源,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进

而提高林副业产量,增加林下经济产业的经济效益。武定县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现状主要包括林下养殖业、林下种植业、林下采集业和森林旅游。

但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资金扶持不足、后续政策保障不力、缺乏组织领导、规划不合理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加大扶持资金投

入、完善后继政策措施、建立组织领导机构、合理进行规划的建议和解决措施。近年来,政府加大扶持资金投入,完善后继政策措施,培植龙头

企业,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领导层机构,合理进行产业规划等措施,使武定县的林下经济产业得到又好又快长久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 

 

1 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的重要性 

地面进行农作物、药类、菌类的种植或者家畜的养殖,地上部分用于

树木的种植生长,这种林下经济模式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意义重大,对于林

农增加林副业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林下经济产业结构复杂,涵盖了林业、农业、畜牧业等行业。整个经

济产业中涉及的林牧副业产品的数量也非常多,从植物到家禽,从药类到

菌类。发展林下经济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林下资源,有效提高土地的使用

率。同时,发展林下经济有利于提高产量,增加林下经济产业的经济效益。 

2 武定县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武定县的林下经济产业主要有林下养殖业、林下种植业、林下

采集业和森林旅游。 

2.1林下养殖业 

林下养殖是武定县发展林下经济产业规模 大,参与户数 多的一种

模式。武定县林下养殖主要是林下黑山羊养殖和林下武定壮鸡养殖,据武

定县畜牧局统计数据：2012年全县年出栏20～49只以上的黑山羊养殖户

5600户,年出栏16.8万只,年出栏50～99只以上的黑山羊养殖户353户,年

出栏2.9万只,年出栏100～199只以上的养殖户73户,年出栏1.1万只,年出

栏300只以上的养殖户2户,年出栏0.07万只。2013年全县武定壮鸡存栏达

189.8万只,出栏533.2万只,年产值32.24万元,全县拥有出栏100只以上的

养殖户1213户,出栏1000只以上的养殖户75户。 

2.2林下种植业 

林下种植的模式很多,武定县主要有林粮间作模式、林烟间作模式、

林药间作模式。 

林粮间作模式：武定县林粮间作模式主要是在核桃、板栗新造林地块

内,在新造林地前5年树冠较小的核桃、板栗株行距内间作矮稿作物。据统

计,2015年全县林粮间作面积已达6000hm
2
,年产值可达7000多万元。 

林烟间作模式：林烟间作模式主要分布在白路镇、高桥镇、猫街镇、

已衣镇和发窝乡。特别是白路镇,既是核桃种植面积 多的地区也是烤烟

生产任务 重的地区,每年林烟间作面积1300hm
2
,据统计,武定县2015年

林烟间作面积达2000hm
2
,创年产值1.2亿元。 

林药间作模式：以武定县白路白药集团基地为代表,带动万年青经贸有

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在林下种植中草药,至2015年全县共种植续断450hm
2
, 

现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与工程设计的融合深度还存在一定问题,

无法全面展现其完善工程设计的作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很多工作人

员将重点放在评价环节,不能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采取可靠的治

理和控制措施。此外,在日常工作中,环保资金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这使得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无法落到实处,不能实现理想的环境保护效果。为改变

现状,环境影响评价人员应积极与规划设计人员展开沟通和交流,做好各

方面的协调工作,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及可行性,以此实现工

程设计与环境需求的有机结合。 

4.3以评价为基础采取针对性控制措施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以改善生态环

境。工作人员需结合环境影响评价预测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从而制定科

学有效的环保措施,加大管理力度。在日常工作中,明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和执行者,确定水利工程建设方的主要责任,大力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及管

理制度。 

5 工程实例分析 

A市水务部门建设水利工程时开展了全方位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工作

人员对辖区内的水利工程进行了合理规划。现阶段,工程多个项目均平稳运

行。部分水利配套设施已经得以应用,同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水利工

程建设投资约为2152.35万元,辖区内的井灌区设计装设低压输水管道工程,

且设置50套农村节流灌溉监测控制柜,150个机井智能控制保护柜,配泵120

台套,维修了18座小塘,且新修建了2座小塘坝。工程建设施工后,显著增加

了灌溉面积,灌溉水利用系数显著增大,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和电力资源,

而且也减少了土地占用和人力成本,真正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标。 

6 结语 

如今,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事业持续前行,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对当地的

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为减少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

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建设的整体原则,参照工程实际不断优化和

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以优质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指导水利工程建设,

推动我国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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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药用续断根1200Ｔ,产值1085万元,种植中药材草乌、附子300hm
2
,采

收鲜品1575Ｔ,产值3150万元。主要分布在白路镇、高桥镇、猫街镇、狮

山镇、插甸镇和发窝乡。 

2.3林下采集业 

武定县的林下采集业主要是采集天然的野生食用菌,采集可食用的野

菜和野生林木的果实。主要有牛肝菌、鸡枞、块菌、香菇、木耳、松茸、

干巴菌以及其它杂菌等,据统计,每年可采集食用野生菌约200Ｔ,可实现产

值1200万元。可食用野生菜主要有蕨类植物,林木果实主要有华山松松籽。 

2.4森林旅游业 

武定县森林旅游业主要有武定狮子山AAAA级景点、已衣大裂谷、插甸

水城河、环州万山国有林场景区等。武定县森林旅游业每年可创收1000

万元的经济收入。 

3 武定县林下经济产业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3.1资金扶持不足 

由于这几年来政府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业基础和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上,各级各部门对林下经济产业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自2009年开始流

转集体林地至今,武定县已流转集体林地9800hm
2
,仅流转资金就有6056万

元,用于开发林下经济产业多的企业已投入上亿元,但至2015年,全县林业

贴息贷款才发放3000万元。 

3.2后续政策保障不力 

任何经济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持续的政策保障,才能实现持续良好地

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也不例外。但在武定县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过程中,

后续政策保障不力,制约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进度,特别是在林下种植业

显得尤为突出。 

3.3缺乏龙头企业 

目前武定县虽然有白路白药集团和万年青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还有

许多小型企业和个体老板在开发林下经济产业,但由于起步晚,没有足

够的经验,林下经济产业的发展比较分散,难以形成规模,很难实现产业

化发展。 

3.4缺乏组织领导 

当前制约武定县林下经济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以政府主导各

部门全面联动的组织领导机构来指导领导林下经济产业。单凭单个小企业

的力量和单个部门的指导,是很难将林下经济产业良好持续发展下去的。 

3.5规划不合理 

林下经济产业的不合理规划会对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和对环境造成

难以逆转的影响,也会对农民的收入造成影响,会引起农民对于林下经济

产业未来发展的怀疑。武定县国土面积3322平方公里,境内山岭纵横,地形

地貌复杂多样,具有较强的立体气候特点。武定县在发展林下经济产业中,

有些地块存在规划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在插甸镇康照村委会2300ｍ海拔

的地块,进行带状整块种植核桃。核桃枝条每年都被霜冻死,开春后又从地

径部发出新枝条,反复几年后就会整株死亡。又如：在狮山镇2100ｍ海拔

的地块,进行带状整地种植油茶,但海拔低气温高,只开花不结果。因规划

不科学,部分产业项目处在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尴尬境地。 

4 促进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4.1建立组织领导机构 

林下经济产业要想良好持续发展,政府组织要将整个林下经济产业发

展相关的扶贫、林业、畜牧、农业、财政等部门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由政

府主导各部门全面联动的组织领导机构,全面协调指导武定县林下经济产

业发展的工作,这样林下经济产业才能够得以长久的发展。 

4.2合理进行规划 

根据武定县的立体气候特点和林地资源状况,海拔在900～1500ｍ的

地块,主要种植花椒、芒果,林下作物为花生、豆类,林下养殖以武定黑山

羊为主；海拔在1500～2200ｍ的地块,主要种植核桃、板栗,林下作物为豆

类、小麦、烤烟,林下药材为续断,林下养殖以武定壮鸡为主；海拔在2300～

2900ｍ的地块,主要种植华山松、油茶,林下作物为马铃薯、荞类,林下药

材为重楼、草乌、附子。 

4.3加大扶持资金投入 

为了促进林下经济产业的良好持续发展,县人民政府与林业、扶贫、

财政等部门应该加大对武定县林下经济产业的经济支持,增加更多的林业

贴息贷款,并制定相对应的产业优惠政策,比如统一各个产业的税费,放宽

贷款政策,提升小额信贷,利用融资政策解决当地农民资金不足的问题等。

同时政府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对旅游业的开发投入,加大对武定狮子

山、己衣大裂谷、水城河等景区的开发投入。2016年县人民政府已与北京

宏华集团签约了5个亿的资金,对武定狮子山景区进行提升打造。 

4.4培植龙头企业 

要以白路白药集团和万年青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为典范,认真总结他们

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的工作经验与发展进程,然后以此作为一个例子,充分

调动其他农民对林下经济产业的发展热情,能够带动武定县整个林下经济

产业的发展。 

4.5完善后继政策措施 

在发展林下经济产业过程中,林业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出台后

续保障政策,通过森林抚育项目、产业上的提质增效项目、自用材采伐和

农村烧柴采伐等措施,逐步采伐清除原生植被,使林下经济林木得到快速

生长,逐年提高林下种植业的经济收入,提高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积极性,

使武定县林下经济产业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5 总结 

武定县的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是与其

它发展好的地区还有很大差距,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林下经济产业发展

过程中还存在扶持资金不足,后续政策保障不力,缺乏龙头企业,缺乏组织

领导,规划不合理的等问题。但近年来,政府加大扶持资金投入,完善后继政

策措施,培植龙头企业,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领导层机构,合理进行产

业规划等措施,使武定县的林下经济产业又好又快长久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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