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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林业资源转型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强对林业资源保护工作的构建和发展,从而在开发

和利用过程中,实现林业经济转型。现阶段我国林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在持

续发展理念引导下更需要加强对林业资源的保护,确保开发质量和效果得到 大程度的提升,只有这

样才能在综合性林业资源管理机制帮助下,推动我国现代林业技术的支持,为林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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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的全面提

升,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性不断提升,给

我国生态资源和环境发展都造成了严峻

的影响,强化自然区建设不仅能实现对

森林资源的保护,还能合理调节气候环

境,对于群众生产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

响和意义。自然保护区中森林资源的重

要性尤为显著,因此强化对森林资源的

保护可以更显著的推动生态平衡发展,

是对经济效益进行提升的重要手段。基

于此,本文就将对自然保护区作为研究

基础,进一步分析林业资源保护机制的

完善对策,希望在推动经济与生态资源

环境的和谐发展过程中,推动我国保护

区工作的顺利开展。 

1 林业资源保护和应用现状 

青木川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西部秦巴

山区的重要组成,坐落在秦巴山区范围

内的青木川自然保护区,具备十分丰富

的自然资源,但是在研究中发现,林业资

源保护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集中表

现在以下几点： 

1.1管理机制中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林业资源保护与利用

问题仍然缺乏合理性管理机制,造成管

理工作或是形式手段的落后等等。一些

部门没能在林业资源管理工作中实现

有效参与,致使林业资源管理工作的权

利和责任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林业管理

权还需要在林业部门、畜牧部门中发挥

作用。基于工作的开展需要多个部门协

调开展,所以很容易出现对林业资源利

用效率的负面影响,甚至出现林业资源

保护和开发效率下降问题,不利于对林

业发展资金成本的管控。 

1.2过分关注眼前经济效益 

现阶段林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工作的

开展存在明显冲突性,一些林业单位在

实际工作中仍然缺乏对林业资源保护工

作的关注,由于林业管理工作将工作重

点放在资源开发上,所以林业资源保护

管理工作也难以发挥优势作用。长期在

此种工作状态下,林业资源开发造成森

林资源锐减,所以林业覆盖率大大下降,

严重的甚至会引发自然灾害的发生。虽

然现阶段林业资源保护意识已经有所提

升,但是很多地方政府仍然过于追求经

济效益,没有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提升

问题引起重视。 

1.3工作取得的进步 

在十九大会议召开以来,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也到达了一个全新

的高度,政府部门和相关领导也认识到

了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大力增加了

生态产品的开发和建设,在环境协调和

生态保护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优势。自然

保护区数量的增加使得林业资源得到了

显著保护,有效预防和降低了森林资源

和水土流失问题的发生。并且,林业资源

发展过程中,森林资源中的旅游资源也

实现了显著开发,对当地文化和旅游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 

2 自然保护区中的林业资源管

理和利用方式 

2.1加强对林业资源保护工作的

关注 

在林业工作建设发展中,林业资源

保护是 关键的组成环节,所以无论是

资源开发还是保护都应该加强对生态环

境工作任务的关注。强化林业资源保护

问题的关注不仅能对资源利用合理性进

行提升,还能为资源应用多样化建设工

作提供有效帮助。其一,按照林业资源保

护现状的研究可以发现,通过对林业资

源宣传力度的提升,可以形成新媒体资

源和传统媒介方式为一体的林业资源宣

传机制,在全面提升林业保护工作影响

力的同时,还能帮助工作人员更全面的

掌握林业保护资源的知识。其二,构建健

全的林业资源保护工作监督体系,推进

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林业资源的监督与

保护工作,确保在实际工作中全民参与

的资源保护机制能得到实现开展。其三,

在对林业资源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管

理人员还应该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培

训力度,在对资源保护力度进行提升的

基础上,还要实现对队伍建设的方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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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明确,只有这样才能在强有效的绩效

考核工作中实现对林业资源保护工作的

全面贯彻。 

2.2加强对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之

间关系的协调 

和其他社会资源相比,林业资源的

特殊性较强,和我国经济建设、生态资

源保护工作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性,所

以更应该加强对林业生产和生态保护

工作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林业

社会效益的提升实现 大化发展。现阶

段,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中

对经济效益的过分追求,没有认识到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使得很多稀

缺植物数量和品类大量降低,严重影响

了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此外,在林业

项目资源开发环节中,相关部门还应该

加强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协

调处理,保证在林业资源保护工作中优

化森林资源的开发,确保生态系统保护

成为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作的重点,为后

续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提供必

要帮助。 

2.3强化对周边地区生态资源的修

复和管理 

自然保护区中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

和资源开发往往会直接影响周围环境的

发展。所以自然保护区更需要构建合理

的工作方式,除了要对保护区中的环境

资源进行维护,还要加强对保护区的环

境进行必要治理,从而在生态发展中形

成良好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工作人员应

该积极走出舒适区,在保护区中有效进

行环境调查和分析,从而实现对居民和

企业废物排放量的控制,只有这样才能

实现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有效管

控。此外,自然保护区自身也要加强对

预防工作的有效推进,避免因为在游客

增加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在这项

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作为保护区工作人

员还应该加强对工作责任的落实和贯

彻,在提升巡查力度的基础上增加火灾

报警点的布设,在积极进行火灾预防工

作的开展过程中,实现对林业资源的合

理保护。 

2.4强化对林业管理队伍的构建 

在目前群众生活水平和科学技术手

段全面提升,科学技术对林业资源的保

护作用越发显著,除了能对森林保护资

源进行提升之外,还能为我国生态环境

稳定和长远发展提供重要帮助。这就要

求在对林业管理队伍工作人员进行聘任

的过程中,还应该加强对拥有专业知识、

管理能力较强工作人员的利用,按照工

作人员自身性格特点和能力进行工作岗

位的划分,在充分发挥工作人员工作优

势的基础上,实现人才整体利用效率的

提升。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青木川保护区具备

较高的保护与科研价值,因此将越来越

被国内和国际自然保护组织所关注,这

也意味着青木川保护区必将成为陕西乃

至中国保护宣传的窗口。此种背景下完

善保护区的建设,势必产生更加深远的

影响,我们除了要加强对管理队伍的建

设外,还要为社会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

础,只有这样才能为自然保护区可持续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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