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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四川省开江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二期公益林建设实施方案（2018年度）的通知

开江府办发〔2019〕12 号

甘棠镇人民政府、县级有关部门：
《四川省开江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公益林建设实施

方案（2018 年度）》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实施。

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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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开江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

公益林建设实施方案

（2018 年度）

为了认真实施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公益林建设工作，

加强工程管理，提高工程成效，确保工程建设目标、任务、资金、

责任“四到县”考核内容和指标全面落实到位，同时为工程资金

的使用提供依据和保障。根据《四川省林业厅关于组织编报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 2018 年公益林建设作业设计的紧急通知》

川林办〔2017〕85 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林

业厅关于转下达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 2018 年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的通知》(川发改投资〔2018〕108 号）、《天然林资源

保护工程二期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试行）》、《关于

开展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民主化建设管理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5〕1346 号）文件，结合我县实际，

编制了《四川省开江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公益林建设实施

方案（2018 年度）》。

一、基本情况

（一）自然地理情况

开江县位于大巴山南麓，地处四川盆地川东平行岭谷区的川

渝结合部，属长江中上游三峡库区和嘉陵江流域，东邻重庆市的

开县，南接重庆市的万州区和梁平区，西连达川区，北界宣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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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东经 107°42′06″至 108°05′27″，北纬 30°47′40″至 31°

15′28″。土地总面积 103264.7 公顷。境内为一台升地带，地势

略高于毗邻县。主要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海拔最高点为北部

灵岩乡五通岩主峰 1375.7m，最低点是东南部拔妙乡后槽口

272m，相对高差 1103.7m。

开江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冬干春旱，夏秋多雨，无霜期长等特点。汛期雨量集中，常有旱、

洪灾交替出现。境内多年平均气温 16.7℃，历年最高气温

40.5℃，最低气温-5.5℃，年日照时数 1450 小时左右,无霜期

280 天左右，初期多在农历 10 月，终期在农历 2 月。年降雨量

1200mm 左右，多集中在夏、秋两季，五月最多降雨量超过

200mm。

（二）社会经济状况

开江县隶属达州市管辖，辖 20 个乡镇，196 个村，31 个社

区居委会，1512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60.8026 万人，其中：农

业人口 50.1323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2.45％。农民人均耕地

0.72 亩。年均人口密度为 588 人/平方公里，最大的新宁镇为

1088 人/平方公里，最小的灵岩乡为 288 人/平方公里。农村有

劳动力资源 29.8240 万人，乡村从业人员 27.2963 万人，其中：

农业从业人员 13.9142 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外出务工

的人很多，为 16.27 万人。

2016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111.9 亿元，增长 7.2%；规模



- 7 -

以上工业增加值 14.9 亿元，增长 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7.2 亿元，增长 13.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5 亿元，同

口径增长 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81 元，增长

8.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109 元，增长 9.6%。

（三）森林资源情况

全 县 林 业 用 地 面 积 35495.00 hm2 中 ， 有 林 地 面 积

32047.00hm2 ， 疏 林 地 面 积 28.00hm2 ， 灌 木 林 地 面 积

1022.00hm2 ，未成林造林地面积 1923.00hm2 ，无林地面积

0.00hm2，宜林地面积 448.00h ㎡，林业辅助生产用地面积

0.00hm2。森林覆盖率 41.0%，有林地覆盖率 31.06%。主要树

种有马尾松、柏木、青杠、刺槐、杉木、杨树、枫杨、油桐、苦

楝、柑桔、黄荆、白夹竹、映山红等。原有常绿阔叶林绝大部分

消失，现有森林主要由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组成。生态公益林和

商品林材林主要以马尾松、柏木、杉木为主；经济林主要以油桐、

漆树、白腊树、五倍子、茶、桑、果树为主；“四旁”树主要以

杨树、枫杨、喜树、柏木等为主；珍贵树种主要有楠木、银杏、

香樟、水杉等；竹类以慈竹、白夹竹为主。

二、编制依据

1.《开江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总体规划》；

2.《四川省林业厅关于组织编报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

2018 年公益林建设作业设计的紧急通知》川林办〔2017〕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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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林业厅关于转下达天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 2018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川

发改投资〔2018〕108 号；

4.《开江县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报告》；

5.《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公益林项目会计核算办法

6.《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

（试行）》；

7.《四川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建设实施方案办法》、

《四川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建设检查验收实施办法》；

8.《生态公益林建设》（GB/T18337—2001）系列标准；

9.《营造林总体设计规程》（GB/T15782—2009）；

10.《四川省开江县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县级实施方案

（2011—2020 年）》。

三、编制原则

1.在开江县天保工程二期总体规划的基础上，以区为总体，

以乡（镇、林场、站）为设计单元，具体落实到小班，落实到山

头地块。

2.坚持生态优先，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3.坚持因地制宜，造、封并举，乔、灌、草相结合的原则。

4.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办法。

5.使用先进适用的营造林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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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行林区贫困村优先，村民自建。

四、公益林建设规划

按照文件要求，在我县实施人工造乔木林 1000 亩，经调查

设计，开江县 2018 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建设共设计小

班 6 个，设计面积 66.67 公顷，涉及 1 个林业站和 1 个乡镇，

全为人工造林，具体规划设计详见《四川省开江县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二期公益林建设作业设计说明书（2018 年度）》。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实现中

国梦和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为宗旨，把培育森林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作为转变林区发展方式的着力点，以巩固天保工程一期建设

成果为基础，以保护和培育天然林资源为核心，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宗旨，以解决林区贫困为目标，以村民自建为主，坚持因地

制宜，突出重点，相对集中，连片治理的原则，加大投入力度，

推进林区改革，提升林区村民生活水平，努力实现林区资源增长、

质量提升、生态良好、林区和谐。

（二）规模与布局

2018 年开江县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人工造乔木林 66.67

公顷，涉及 1 个林业站和 1 个乡(镇)。规划建设为防护林的乔木

林。主要集中在开江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区域、巴万高速

公路沿线的甘棠镇高寺村和石笋子村（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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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人工造林小班一览表

单位:公顷,株,株/公顷,米,元

建设单位所在

地

小

班

号

小地名
营造林

方式

小班总

面积

有效面

积
地类

造林技术设计

苗木等

级

造林

季节

用苗量

费用

乡(镇、

林场)

村(林

班)

造林

类型

号

林种 亚林种

主造树种 混交树种

混交比

例

混交

方式

整地

方式

当年 补植

树种名

称

初植

密度
株行距

树种

名称

初植密

度
株行距

主造树

种

混交树

种
主造树种 混交树种 计 直接成本

其它

成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合计 71.03 66.67 72963 30886 7296 3089 500000.00 500000.00

甘棠镇 高寺村 1
界牌

垭口

人工

植苗
13.36 11.00 宜林地 3

防护

林

水土保

持林
青钱柳 630 4×4 纯林 穴状 Ⅰ、Ⅱ 秋冬 6930 693 82500.0 82500.0

甘棠镇 高寺村 2 大母梁
人工

植苗
0.51 0.40 宜林地 3

防护

林

水土保

持林
青钱柳 630 4×4 纯林 穴状 Ⅰ、Ⅱ 秋冬 252 25 3000.0 3000.0

甘棠镇
石笋子

村
1

马家

垭口

人工

植苗
0.99 0.95 宜林地 1

防护

林

水土保

持林
杉木 3330 1.5×2 纯林 穴状 Ⅰ、Ⅱ 秋冬 3164 316 7125.0 7125.0

甘棠镇
石笋子

村
2 道梁坪

人工

植苗
9.57 9.32 宜林地 2

防护

林

水土保

持林
杉木 3330 1.5×2 纯林 穴状 Ⅰ、Ⅱ 秋冬 15518 0 1552 0 69900.0 69900.0

甘棠镇
石笋子

村
3 道梁坪

人工

植苗
26.99 26.45 宜林地 2

防护

林

水土保

持林
杉木 3330 1.5×2 纯林 穴状 Ⅰ、Ⅱ 秋冬 44039 0 4404 0 198375.0 198375.0

甘棠镇
石笋子

村
4 粪箕窝

人工

植苗
19.61 18.55 宜林地 2

防护

林

水土保

持林
核桃 330 5×6 杉木 3330 1.5×2 5:5 块状 穴状 Ⅰ、Ⅱ 秋冬 3061 30886 306 3089 139100.0 13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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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方式

根据《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

（试行）》第十六条：“鼓励在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中参照《关于

开展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民主化建设管理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发改农经〔2015〕1346 号），推行“村民自建”模式，

探索建立村民自建、政府监督服务相结合的民主化建设管理体制。

县级林业部门要加强项目建设的指导和监督，并提供技术支持。”

因此，此次公益林建设采取村民自建模式，县林业局将建设任务下

发至乡镇人民政府，由村上通过“一事一议”方式决定项目建设事

宜。

五、资金规划

（一）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种苗单价：参照市场价进行设计，具体价格按种苗中标价

格（含补植苗木单价）为准（具体见下表）。

单位：元/株

树种 单价

青钱柳 8.00

杉木 0.08

核桃(嫁接苗) 22.00

2.调查设计费：中央投资中列支。

3.劳务费：整地 1600 元/hm2、植苗人工费 1200 元/hm2、

补植人工费 800 元/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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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苗费：按不同的种苗单价，计算种苗费。

5.幼苗抚育费：对幼林进行抚育管护，人工费计算标准按

180 元/hm2。

6.管护费：对新造林地进行管护，计算标准按 360 元/hm2。

7.管理费：按 375 元/hm2。

8.其它：不可预见费或者弥补某建设施工程序的经费不足。

（二）投资概算

总投资 50.00 万元,全为人工造林。分项目统计如下：

直接成本：5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00％；其他成本：0 元，

占总投资的 0％。

1.调查设计费：1.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

2.种苗费：14.55 万元，占总投资的 29.1%。

3.整地栽植劳务费：人工造林劳务费为 24.0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48.0%。

4.幼林抚育：人工造林抚育 1.2 万元，占总投资的 2.4%。

5.管护费：人工造林管护费 2.4 万元，占总投资的 4.8%。

6.管理费：人工造林管理费 2.5 万元，占总投资的 5.0%。

7.其它：人工造林的其他费用 4.35 万元，占总投资的 8.7%。

（三）资金筹措

在总投资 50.00 万元中，由中央投资，全部为人工造林。

（四）效益估算

1.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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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开江县 2018 年天保工程公益林

建设生态效益进行评估分析。全县新造公益林 66.67hm2。林种

结构、树种结构趋于合理，林分质量优良，森林将发挥出较大的

生态功能，水土流失将得到遏制。参考“九五”国家攻关项目“中

国生态林业工程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及有关长江中上游防护林生

态环境效益的评价指标，结合我区实际,定量估算森林每年在保

水、保肥、保土、净化大气等方面的效益，折合人民币为 76.37

万元。

①蓄水效益：森林蓄水 1000 立方米/公顷·年，每年共蓄水

6.67 万立方米，按 1.0 元/立方米计，年蓄水效益为 6.67 万元；

②保土效益：森林保土 40 吨/公顷·年，每年可保土 0.27 万

吨，按 50 元/吨计，年保土效益为 13.5 万元；

③保肥效益：每年每公顷森林保肥 2 吨，按 30 元/吨计，

年保肥效益为 0.2 万元。

④空气净化效益：每公顷森林年生产氧气 12.0 吨，按氧气

价值 700 元/吨计，年增氧效益 56.00 万元。

2.社会效益

全区 2018 年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后，森林资源总量增加，

推进生态环境改善，生态质量提高，经济稳步增长。

①土地资源的利用趋于合理，坡耕地面积逐步缩小，林地面积扩

大。达到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然优势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

②减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山坡灾害发生，保护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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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等的安全，减轻了国家负担。

③减少对水利工程和河道的淤积，提高了利用效率，延长了

使用寿命。

④扶贫攻坚，加大扶贫力度，实行村民自建。

3.经济效益

2018 年 66.67hm2 天保工程公益林 30 年共产生 89.1 万元

的经济效益，平均每年经济效益为 2.97 万元。

2018 年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的生态林为防护性质的生态林，主

要指杉木、青钱柳等树种。三十年后按蓄积 90m3/hm2，出材率 55%

计算，可增加储备蓄积 0.6 万 m3，储备木材 0.33 万 m3，木材按 450

元/m3 计，30 年产值达 148.50 万元，年均产值达 4.95 万元；按 40％

的成本，60％的收益，30 年收益为 89.1 万元，年收益为 2.97 万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实施天保工程不仅可以产生强大的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效益也十分明显。

六、保障措施及质量要求

（一）实行实施单位项目负责制

在工程实施中要切实加强领导、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实行

项目所在单位负责制，层层落实责任，建立天然林保护工程（公

益林建设）建设质量终身责任制，村民自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二）加强质量技术监督

为确保项目建设高标准、高水平实施，要严格执行国家、省

颁布的有关造林技术规程和苗木规格标准。对项目建设过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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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监督，提高项目建设的质量。

（三）做好计划和资金管理

资金的保障是工程项目顺利实施的经济基础，因此要保证国

家拨给的资金专款专用，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及时到位。项目资金

要按规定的管理办法，实行专人管理、专户存储，单独核算，专

款专用。并自觉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审计。

要严格按下达的计划组织作业设计，工程必须经批准后，才

能实施。林业站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技术规程、规范、标准和批准

的设计文件组织安排村民自建施工。

（四）加強指导施工监督

坚持按设计施工、按标准验收、按验收结果兑现政策和奖惩。

坚持没有设计不能施工，不是一、二级苗不能栽植，成活率低于

85％不能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能发放造林现金补助。实行工程监

理制，按小班做好各工序的检查验收，加强工程质量技术指导监督

村民自建施工，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做好检查验收工作，并自觉接

受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抽查、核查，使管理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五）加强档案管理

随着工程建设的发展，建立工程 ARCGIS 地理信息管理系

统。对工程进行动态管理，建立小班档案。将实施小班作业内容

(面积、树种、规格、时间、营造林方式、成效及立地因子)、施

工进度、施工质量、资金使用等建立数据库，进行动态监测，并

及时汇总分析、上报，为上级部门决策和管理及时提供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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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为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政务信息和反馈意见。要建立和

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及时将准确、可靠、有效的各类档案资料，

按照材料形成时间的先后或重要程度、不同类别分类整理装订，

登记造册，归档，并录入 ARCGIS 系统中。严格档案借阅和调用

制度，妥善保管档案资料和电子档案。要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

（六）质量要求

（1）建设质量要符合《营造林总体设计规程》（GB/T15782

—2009）和《生态公益林建设》（GB/T18337—2001）的技术

标准。

（2）施工前，各林业站的技术人员应按设计的技术标准要

求,统一技术标准,实地操作熟练后,再对工程施工人员进行培训,

然后全面进行施工,施工可实行数量、质量经济承包责任制。

（3）施工作业期间，施工负责人要现场监督施工，技术负责

人要现场技术指导，作好施工记录，确保工程建设的数量和质量。

（4）施工结束后，要写好施工总结报告。加强管护，并分

阶段及时申请区天保办组织验收，合格后颁发《施工合格证》、

《造林质量合格证》、《抚育管护工作质量合格证》、《造林验

收合格证》，并及时到林业局报帐，随时接受省、市林业主管部

门的抽查和国家林业局的核查。


	一、基本情况
	（一）自然地理情况
	（二）社会经济状况
	（三）森林资源情况

	二、编制依据
	三、编制原则
	四、公益林建设规划
	（一）指导思想
	（二）规模与布局
	（三）建设方式

	五、资金规划
	（一）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二）投资概算
	（三）资金筹措
	（四）效益估算

	六、保障措施及质量要求
	（一）实行实施单位项目负责制
	（二）加强质量技术监督
	（三）做好计划和资金管理
	（四）加強指导施工监督
	（五）加强档案管理
	（六）质量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