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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estry industr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also the main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forestry industry can 
reflect the overall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ke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ndustry in Longhai City. It also puts forward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forestry industry in Longhai 
Cit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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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业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地方林业产业发展状况可反映出

当地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文章针对龙海市目前林业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阐述分析，

并提出了如何增加龙海市林业产业附加值，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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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龙海市地处福建东南部沿海，位于漳州市东部九龙江下游出海口(24˚11'~24˚30'N，117˚34'~118˚09'E)，
与厦门特区仅一水之隔，东临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与厦门经济特区同处一个港湾、陆域接壤达

25.22 km；南与漳浦县交界；西和漳州市区、南靖县、平和县毗邻；北与长泰县相接；全市土地总面积

105,205 hm2 (其中，林地面积 61748.83 hm2)，森林覆盖率 56.12%，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

气温 21.4℃，全年无霜期 330 天，1 月份最冷平均气温 12.7℃，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8.8℃，极端最高温

度 36.6℃、极端最低温度 3.8℃，年降水量 1444.7 mm，土壤有水稻土、赤红壤性红壤、红壤、冲积土、

风沙土、盐土等 6 个土类；区域自然状况为龙海市“六山一水三分田”，倚山滨海，山海田俱全，气候

宜人，环境舒适，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的枢纽地带，具有上承长三角、下接珠

三角的独特区位条件。全市林业产业主要由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人造板加工业、林产化学加工业、

机械加工业、野生动物保护和繁殖业，以及森林旅游业等产业组成[1]，它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林业产业发展状况直接反映出当地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林业以营

林为基础，培育、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发展工业原料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营造各种防护林体系；以

木材采运为主导的支柱产业，其主要经过森林采伐、木材运输和贮木场三个生产阶段[2]，规范采伐林木

措施、采伐方式、对采伐迹地及时进行造林或采伐迹地更新，改造低产林林分，种植发展经济林、名特

优用材林，以提高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率；以林产龙头加工企业为重要经济支柱，重点是要集约合理利用

木料经营加工人造板、家具等企业；以多种经营为第三产业，充分利用林区地理优势，开发立体种植、

养殖，发展林下经济，种植石斛、金线莲、黄栀子、林下养殖七彩鸡、豪猪等，此外，还要充分利用森

林旅游资源，重点以本市红树林湿地资源开发发展休闲旅游产业[3]。所以，如何扬长避短，克服林业产

业的短板与瓶颈，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努力提高林业产业附加值，作为全面推进林业建设发展方向

[4]，充分挖掘林业产业的附加值同本市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同增加林农收入和精准脱贫促进农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挂起钩来，增强林业产业的发展后劲，最终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展现“鱼米花果之乡”

的风采。因此，龙海市在如何增加林业附加值这篇文章上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探讨和完善[5]。 

2.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2.1. 林业产业生产周期长，短期效益少[6] [7] 

从幼苗栽种，到成材成林所产生的效益，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周期长，还经历自然环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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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发展看不到前景，群众投资热情不高。 

2.2. 林业主产地环境复杂，投资不确定[8]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山势陡峭、险峻、崎岖不平，甚至产生泥石流，恶劣环境，操作困难，导致资

金不敢投入，效益得不到。 

2.3. 森林质量不高，经济附加值低下[9] 

种植品种单一，结构不合理，森林经营集约度低，技改未投入，林地利用率低，荒废山地，秃头山、

稀疏地，造成低产能，收益少。 

2.4. 资金投入少，科研经费不足 

资金经费不足，科研得不到保障，研究的成果得不到推广，社会、群众惠及不到科研成果，有效林

地得不到充分利用，产生效益小。 

2.5. 发展形式单一，个性化不足 

传统观念意识多，创新理念少。单一发展模式，简单散生，散养，缺少培育发展名特优产品。 

2.6. 特色产业发展不足，经济效益不高 

政府缺少扶持龙头企业，重视不高，大多农户存在小打小闹，闲散型、家庭式、作坊式，技术低级

的产业。以龙头带动农户发展林业重视不够。 

2.7. 旅游产业发展缓慢，收入不高 

主要以传统方式存在，形式单一，服务意识和产品附加值不高，旅游设施、道路建设滞后，影响旅

游业发展。 

3. 主要发展思路与对策 

3.1. 推进森林资源持续增长 

1) 加大造林绿化。我市加大投入、加大宣传，注重示范带动，加强对农户的技术指导，大力提倡多

树种混交造林，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加快水源涵养林建设，对稀疏林林地实施修复补植，促进生态修复，

提高林分质量，提高林业产值、附加值，五年来，共进行林分修复 2.11 万亩，“四绿”工程造林 2.06 万

亩，森林抚育 5.58 万亩，完成封山育林 5.71 万亩。 
2) 加强林地保护。龙海市林业局根据保护利用原则，编制《龙海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

以实现保护林地和合理利用的良性循环。 
3) 严格审批采伐手续。实行对山林采伐，要求取得采伐许可证，执行凭证采伐制度，并且在采伐工

程中实行抽样检查和伐后验收，保证对迹地采取造林或迹地更新。从源头上杜绝越界采伐、超伐和滥伐

现象，确保不突破年度采伐限额指标，确保资源持续增长[10]。 

3.2. 防控森林资源遭受危害 

1) 加强森林火灾防控，各乡镇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落实县、乡(镇)、村森林防火责任制，注重高火

险时期和火灾易发地的防火措施落实，抓好火源管控，及时查处违规用火行为[2]。五年来，配置防火物

资储备库 16 座，风力灭火机 98 台，割灌机 27 台、油锯 29 台、二号工具 1987 把、专业扑火服 14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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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讲机 78 台、其他扑火物资 3874 件、运兵车二部；组建护林防火专职管护队 1439 人和由 95 人组成的护

林防火专职管护队伍。营建生物防火林带 1922 亩。瞭望塔 3 座、取水点 22 处、直升机停靠点 20 处。 
2) 加强有害生物防治[11]。做好病虫情预测预报、实地调查，加大森林植物检疫力度，五年来监测

570 万亩，有效地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的预防和防治工作。 
3) 加强打击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带领执法人员组织开展“天网行动”专项行动，以打击各类破坏森

林资源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护森林资源安全，震慑违法犯罪人员，到目前，共执行行政案件 460 起，

刑事案件 30 多起，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3.3. 加强重点区位生态保护[12] 

1) 对保护区加强保护。依托“世界湿地日”，广泛宣传保护与发展红树林湿地的重要意义，调动各

级领导和周边群众的保护意识，加强林分改造，减少残次林比重，加强林分抚育，共抚育林分 2000 多亩，

编制《龙海九龙江口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实施文件，聘请专职护林员 6 名，各负其责、分

工协作，进行巡查管护。通过营造宣传，利用节日、社区、重点地段举行宣传活动，分发宣传册 4000 多

本，宣传单 20 多万张，竖置广告宣传栏 5 处，开展专项保护执法行动 10 多次。 
2) 加强天然林保护。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区、点的林木，水库周围

一重山的天然林，九龙江二级支流域以内的天然林等实施禁伐措施，对允许采伐利用的实行择伐，对有

成林地块的通过实行封山育林等积极的营林措施，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不断巩固和壮大天然林资源。 

3.4. 加大林业新型产业发展[13] 

1) 培育发展林业新型企业，建立林业专业合作社，扶持产业龙头企业，实行股份合作企业，五年来，

全市累计成立各类林业合作社 92 家，经营面积 3 万亩，涉及农户近 1000 户，其中东泗虎渡林场被授予

省、漳州市级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规范化建设示范场。 
2) 加快花卉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引导、培育、扶持花卉苗木特色品牌，目前全市形成比较规模的有

盆景类的榕树，球根类的水仙花，多肉植物类的仙人球，还有绿化苗木、兰花、草坪、药材等特色品牌

花卉。全市种植面积达到 6.5 万亩，产值达到 21 亿元。这些品牌已连续 3 年在北京、深圳、香港、台湾

成功举办文化艺术展，连续 19 届参加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极大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农民的

经济收入和种植积极性。 

3.5.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14] [15] [16] 

龙海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在承包集体林地上，充分利用林地资源，科学有效经营，在不砍树也能

致富的理念下，以缩短林业经济周期，种植药材、食用菌、养鸭、养鸡、放牧，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

径，发展循环经济。五年来，全市累计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采集加工、景观利用等林下经济 2.98
万亩，产值 2.31 亿元，涉及林农 8000 多户，林农增收 2000 多万元。发展生态森林旅游也是我市林业发

展中的增长点。在精准扶贫、促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满足人们休闲踏青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上级

部门和政府重视下，在红树林保护区已建成一座科研监测综合楼，建筑面积 900 平方米，投资 250 万元。

在人们观光、踏青、休闲之余，利用参观科普知识基地同时，提高人们自觉保护意识。“森林之家”旅

游项目正是利用红树林自身丰富的森林资源，红树林的胎生现象，奇异根系，底栖动物、绿意盎然的自

然景观，吸引游客观光休闲。 

3.6.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17] 

几年来，健全配套资金投入使用，投入本级资金 6264 万元，主要涉及造林绿化、花卉产业、森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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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资源调查、病虫害防治、资源保护等。投入上级资金 7674 万元，主要用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森林

资源补偿、造林绿化、森林抚育、资源监测、森林防火、林业执法、林业贴息、林下经济、花卉产业发

展、野生动物疫病防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以及红树林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项目，同时鼓励民间

筹集一部分资金，投资林业产业发展，从而推动林业良好健康持续发展，林业产业附加值提高。 

3.7. 加大科技支撑力度 

首先鼓励校企合作，把科研转化为成果，并逐步推向社会，让人们及时了解掌握这些科研成果，从

而培育优质、高产的林业产业。龙海市九龙江口湿地保护区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建立福建省大学生实践

教育基地，与厦门大学教授学者、专家建立科研基地。龙海市恒隆园艺有限公司与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

学与技术学院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其次由人力资源部门组织开展、举办免费技能培训班，目前已培训技

术人员 500 名，取得资格证书。 

4. 结语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18]，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围绕“念好发展经，画好山水画”的新时代林业工

作主题，注重森林惠民、森林富民、森林育民[19]，推进绿色发展方式，构建绿色循环的产业体系，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加强自然资源监管，优化结构，改变现行林业生产方式，不断创新绿色技术，实现从绿

化向彩化花化香化转变、从增加绿量向提升森林文化内涵转变，努力提高林业产业附加值，才能永续利

用绿水青山，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广大人民谋最大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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