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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概述 
 

  

全区林业改革发展概况 
 

 

 
【综述】 

2014年，广西林业保持了“快中趋稳、稳中有

进、进中提质”的良好发展态势。据统计，广西森

林面积 2.21 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2.08%，活立

木蓄积量达到 6.80 亿立方米；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到 3850亿元。 

林业产业 2014年，广西林业产业实现总产值

3850亿元，同比增长 27.5%；居全国第 4位，比 2013

年提升 2 位。全年林下经济发展面积达 306.67 万

公顷，林下经济产值可达 610亿元，同比增长 30%。

广西木材产量 2550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3%；人造

板产量 2800 万立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主要林

产品产销总体平稳，价格呈上升趋势，林产品价格

指数同比上涨 5.6%。 

造林绿化 2014年，山上植树造林（含萌芽更

新）完成面积 28.33万公顷，占年度任务的 121%；

义务植树 9100万株。“绿满八桂”通道绿化 188公

里、村屯绿化 504个；“千万珍贵树种送农家”1017

多万株。 

退耕还林工程 完成配套荒山造林 15000 公

顷，完成无林地和疏林地封育 4333 公顷；完成退

耕还林成果巩固专项林业项目补植补造面积 509公

顷，完成后续产业人工造林 3938 公顷，完成低效

林改造 1528公顷。2014年 9月，国家正式启动新

一轮退耕还林，安排广西 2014 年度退耕地还林计

划任务 1万公顷。 

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 完成人工造林 4733 公

顷、封山育林 1600 公顷，其中人工造林营造乡土

树种、珍贵树种比例达 90%以上，混交林比例达 60%

以上。工程建设投入资金 5366 万元，其中国家投

资 2476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资 15767万元。 

沿海防护林工程 完成人工造林 4200 公顷，

其中乡土树种、珍贵树种比例达 80%以上，混交林

比例达 80%以上。工程建设投入资金 3106万元，其

中国家投资 2608 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资 173 万

元。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林业项目 完成人工造

林 4547 公顷、封山育林 37767 公顷。完成林业项

目投资 15292万元。2014年广西 75个石漠化县（区）

全部纳入重点县范围，实现了石漠化治理工程全覆

盖。 

速丰林工程 新造速丰林 11.37万公顷，主要

树种有松树、杉树、桉树和珍贵树种。组织开展桉

树速丰林高产竞赛，参赛单位营造的 6年生桉树速

丰林每公顷蓄积量最大的达到 282.5立方米，最小

的达 181.4立方米；年平均每公顷蓄积生长量最大

的达到 48.8立方米，最小的达 31.8立方米。 

树种结构调整 2014年，共完成乡土树种、珍

贵树种、经济林树种造林面积 11.73万公顷，占同

期人工造林面积的 70%以上；桉树造林面积比去年

同期减少 2.8万公顷，同比下降 36%。 

经济林培育 2014 年广西有经济林总面积

225.7 万公顷。按用途分，水果类 125 万公顷，干

果类 20.4 万公顷，林产饮料类 5.8 万公顷，林产

调料类 36.0 万公顷，木本药材类 2.4 万公顷，木

本油料类 36.1 万公顷。经济林产品总产量 1121.9

万吨。  

油茶产业发展 年内共培育油茶优良无性系

苗木 4500 多万株。完成油茶新造林 16667 公顷，

低产林改造 13333公顷。其中，完成中央和自治区

专项补助新造林项目 12667 公顷，低改项目 2333

公顷。 

木材战略储备基地 完成 2013 年度国家下达

47040公顷木材战略储备基地试点建设任务，其中，

新造林和现有林改培 3707 公顷、森林抚育 43333

公顷；中央安排投资 8500 万元（中央预算内林业

基建投资 2000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 6500 万元），

自治区配套 1000万元。 

珍贵树种 完成珍贵树种造林 11333公顷，比

2013年增加 3842公顷；完成珍贵树种育苗 3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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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其中，完成自治区部门预算珍贵树种项目 733

公顷，占年度任务的 100%。完成“珍贵树种送农家”

1000万株。 

林业投资 2014年，广西完成林业固定资产投

资 894亿元，同比增长 9.8%。共争取中央资金 47.09

亿元，同比增长 13%；争取林业贴息贷款 56亿元，

同比增长 17%。 

国有林场 2014年，广西国有林场实现总产值

187.59 亿元，同比增长 9.3%；总经营收入 77.57

亿元；实现总利润 13.1亿元；总资产 349.04亿元，

同比增长 12%。重点推进贫困林场扶贫、国有林场

危旧房改造等工作，广西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工程

新开工 1420户，基本建成 3143户，分配入住 5164

户。 

森林防火 2014年，广西共发生森林火灾 403

起，其中一般森林火灾 186 起，较大森林火灾 217

起；火场总面积 6243.9 公顷，受害森林面积 1241

公顷；烧毁成林蓄积 37339.46 立方米，烧死幼树

103.17万株；森林火灾受害率 0.08‰；因灾轻伤 3

人、重伤 4人、死亡 3人,90%的火灾持续时间在 10

小时以下，24 小时扑灭率达 100%，没有发生重特

大森林火灾，没有发生火烧连营，没有发生重特大

伤亡事故，在有组织的扑火过程中没有发生人员伤

亡事故。与 2013 年相比，虽然森林火灾次数、过

火面积、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分别上升 54.4%、

122.5%、108.9%和 400.0%。全年扑救森林火灾共出

动扑火人数 2.47万人次，车辆 2901台次，直接开

支扑火经费 359.38万元。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2014年，广西发生并造成

较严重危害的林业有害生物共有 46 种，其中病害

11种，虫害 34种，有害植物 1种，发生总面积 34.89

万公顷，发生率为 2.83%。其中：病害发生面积 3780

公顷，虫害发生面积 30.94万公顷，有害植物薇甘

菊发生面积 407 公顷，成灾面积 3153 公顷。有害

生物防治作业总面积为 10.33万公顷，其中预防面

积 6887公顷，实际防治面积 9.64万公顷。生物防

治面积 6.69万公顷，仿生防治面积 1827公顷，人

工防治面积 1.29 万公顷；无公害防治总面积为

10.25万公顷，无公害防治率达 99.26%。 

湿地保护与管理 2014年，广西湿地类型有近

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

人工湿地 5 大类 25 型，连片面积 8 公顷以上的各

类湿地总面积达 75.43万公顷，占广西国土面积的

3.18％。其中，自然湿地 53.66万公顷，占湿地总

面积的 71.1%；人工湿地 21.77 万公顷，占湿地总

面积的 28.9%。自然湿地主要以近海与海岸湿地和

河流湿地为主，其中近海与海岸湿地 25.90万公顷，

占湿地总面积的 34.3%；河流湿地 26.89 万公顷，

占湿地总面积的 35.7%。截至 2014年底，广西湿地

类型自然保护区有 12处，总面积 7.11万公顷，其

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处、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6

处、市（县）级自然保护区 3处。山口红树林湿地、

北仑河口红树林湿地、茅尾海红树林湿地、澄碧河

水库湿地已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其中，山口红

树林湿地、北仑河口红树林湿地已列入国际重要湿

地名录。山口红树林湿地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美

丽中国•魅力湿地”评选中，入选“中国十大魅力

湿地”。 

林业科技 2014年，广西共组织申报各类林业

科技项目 300余项，累计申请资金 17000万元，申

请资金同比增长 54.5%。完成了“油茶组培技术攻

关及应用”等 50 多个项目的验收，取得科技成果

40多项；获得科技奖励 8项，其中，获 2014年度

广西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重要技

术标准奖 1项，第五届梁希青年优秀论文奖 1项，

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二等奖 1项， 广

西第四届发明创造金奖、银奖各 1项，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1项（协作）。 

干部队伍建设 继续实施人才强林战略，完成

2013年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录用后续工作，经自

治区人社厅批准录用 309 人。拟定了 2014 年直属

单位公开招聘及优才引进计划，拟招聘工作人员

490名，其中博士 16名，硕士 85名，本科 264名。

组织开展了公务员及参公人员招录工作，录用 28

人；定向选调清华北大等 985重点院校博士 2名，

硕士 1名；从基层选调优秀年轻干部，并尝试在区

直林场引进企业职业经理人 1名。接收安置军转干

部 7人。 

（广西林业信息宣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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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林业重点工程 
 

 
 

重点公益林保护工程 
 

 

 

【概况】 

201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面积

544.7万公顷，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484.13万公顷，

自治区级公益林 60.57 万公顷，占全区林地面积

1589.0 万公顷的 34.44%，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23.03%。2014年，广西落实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森林

生态效益基金 11 亿元。广西公益林的生态服务功

能总价值为 4714.6 亿元，占全区森林生态服务功

能总价值 12761.5 亿元的 40.0%，较 2013 年的

4527.6亿元增加 187亿元。 

 

【公益林资源管理】 

2014 年广西占用征收国家级公益林地面积

5356亩，比 2013年的 3685亩增加 1671亩，全部

为合法征占用。2014 年广西采伐公益林面积 8225

亩，较 2013 年的 28820 亩减少 20595 亩。主要是

将公益林中的桉树、马尾松等低效纯林进行改造，

通过营造混交林、抽针补阔，提升公益林的生态服

务功能。2014 年广西公益林火灾面积 2506 亩，较

2013年的 753亩增加 1753亩，公益林遭受火灾的

面积比 2013 年明显增加。2014 年广西公益林病虫

害发生面积 3075亩，较 2013年的 7995亩减少 4920

亩，公益林病虫害发生率大幅度降低。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2014 年中央财

政安排广西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 101309 万元，

补偿面积 7261.9 万亩。其中：管护补助支出

99493.43 万元，公共支出 1815.57 万元。2014 年

权属集体和个人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为 15元/亩，

权属国有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为 5元/亩。 

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2014 年广西

安排自治区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12092.81

万元，补偿面积908.6万亩，管护补助支出11858.46

万元；公共管护支出 234.35万元。 

 

【监测区域公益林资源和生态状况】 

典型区位定点监测情况 2014 年 80 个典型定

位监测点公益林面积 137651.7亩，与 2013年持平，

面积保存率为 100%；公益林活立木蓄积 558677.78

立方米，较 2013年的 536258.58立方米增加 22419

立方米，年增长率为 4.2%；公益林总生物量 219504

吨，较 2013 年的 209591 吨增加 9913 吨，年增长

率为 4.7%；林分平均每公顷蓄积量由 2013 年的

90.2立方米增加到 94.0立方米，净增 4.0立方米；

林分平均郁闭度 0.67，比 2013年提高 0.01。总体

来看，公益林资源质量正在逐渐提高。 

2014 年 80 个典型定位监测点公益林水源涵养

量为 5042.7 万吨，较 2013 年的 4788.9 万吨增加

253.8 万吨；公益林土壤保育能力 30.93 万吨，较

2013年的 30.56万吨增加 0.37万吨；乔木林总碳

储量 9.75万吨，较 2013年的 9.31万吨增加 0.44

万吨；乔木林氧气释放总量 35.74 万吨，较 2013

年的 34.12 万吨增加 1.61 万吨；公益林生态状况

有所好转。 

征占用林地 2014 年广西占用征收国家级公

益林地面积 5356亩，比 2013年的 3685亩增加 1671

亩，全部为合法征占用。2014年广西采伐公益林面

积 8225亩，较 2013年的 28820亩减少 20595亩。

主要是将公益林中的桉树、马尾松等低效纯林进行

改造，通过营造混交林、抽针补阔，提升公益林的

生态服务功能。 

公益林火灾和病虫害 2014 年广西公益林火

灾面积 2506亩，较 2013年的 753亩增加 1753亩，

公益林遭受火灾的面积比 2013 年明显增加。2014

年广西公益林病虫害发生面积 3075亩，较 2013年

的 7995亩减少 4920亩，公益林病虫害发生率大幅



广西林业年鉴·2014 

 · 4 · 

度降低。 

公益林资源质量 从典型定位监测结果来看，

偷砍盗伐公益林资源的行为有所减少，林分质量稳

步提高。林分平均每公顷蓄积由 2012年的 88.1立

方米增加到 88.4立方米，净增 2.21立方米；单位

面积总生物量由 2009年的 29.7吨提高到 30.5吨，

增加 0.8吨；林分平均郁闭度保持 2009年的 0.61；

公益林群落完整结构和较完整结构面积为 3180.5

公顷，比 2009年的 2973.1增加了 207.4公顷。总

体来看，公益林资源质量正在逐渐提高。 

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 2014年，广西公益林的

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4714.6 亿元，比 2013 年

4527.6亿元增加了 187.0亿元，增幅为 4.13%。各

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表现为：涵养水源＞

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保育土

壤＞森林游憩＞积累营养物质。各项服务功能具体

价值分别为：涵养水源 1968.4 亿元，占 41.75%；

生物多样性保育 975.9亿元，占 20.70%；固碳释氧

916.8亿元，占 19.45%；净化大气 358.4亿元，占

7.60%；保育土壤 283.5亿元，占 6.01%；积累营养

物质 51.5亿元，占 1.09%；森林游憩价值 160.0亿

元，占 3.40%。 

 

【公益林管理主要措施】 

加强督促检查 2014 年全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资金兑现率为 92%，圆满完成为民办实事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绩效考评目标。不定期对全区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基金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2014年 7

月—8 月在各有关单位开展自查自纠的基础上，自

治区林业厅从全区抽选桂林市平乐县、恭城县，柳

州市柳城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 18个县（区、市）、

区直国有维都林场、派阳山林场、钦廉林场等 3个

区直林场共 21个单位进行实地检查。11月 21日，

组织 10个检查组赴百色、河池、桂林市等 30个县

（区、市）、13 家区直国有林场，开展涉林惠民资

金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支出进度月报制度，定期向全区通报各市、县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护补助支出进度情况，督促管

护补助支出进度，提高兑现率。 

加强公益林基础工作 2014 年结合林地及森

林资源变更调查，自治区林业厅下发了《关于在林

地及森林资源年度变更调查工作中修正自治区级

以上公益林数据的通知》（桂林办计字〔2014〕44

号），对公益林的错划、漏划等问题进行修正，做

到公益林落界与实地相符，实现全区林地管理“一

张图”的目标，为加强公益林保护、建设和管理，

实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提供依据。组织了全

区各市、县公益林管理技术人员业务培训，参加培

训人数达到 220人，公益林管理人员的素质得到进

一步提高。 

开展年度公益林监测工作 2014年 9月，广西

林业设计院组织技术骨干 21人赴 70多个县（区），

对 80个监测点的森林资源、生态状况、林区气候、

库区水质等多个因子进行了调查，增加了气象监测

和林区林相图库档案。结合定点监测结果，对全区

公益林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育土壤、固碳释氧、

净化大气、生物多样性保育、积累营养物质、森林

游憩等几种生态功能价值进行评估，形成监测报

告。 

推进公益林保险工作。2013年 2月，自治区林

业厅与广西保监局在南宁签署政策性森林保险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2014年全年共争取森林保险保费

3000万元，公益林保费超过 50%，并且公益林的保

费全部由财政承担。按照保费 3‰测算，公益林保

险覆盖超过 500万亩，有效地提高了全区公益林抗

风险能力。 

（自治区林业厅基金站） 

 
 

 

退耕还林工程 
 

 

 
【概况】 

新一轮退耕还林于 2014 年正式启动，2014 年

度国家安排广西退耕还林工程计划任务 11780 公

顷。其中，退耕地还林 1万公顷，配套荒山荒地人

工造林 1780公顷。任务安排涉及 9个市的 31个县

（市、区）。其中：退耕地还林任务安排在 20个县

（市、区）；荒山荒地造林任务安排在 18个县（市、

区）。  

2014 年，国家安排广西退耕还林财政资金

92327 万元，其中：荒山荒地人工造林种苗补助资

金 800万元，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 41233万

元，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资金 37040 万元,新一

轮退耕还林造林种苗补助资金 4500 万元，新一轮

退耕还林财政补助资金 7500 万元，重点退耕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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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基本口粮田建设项目资金 1200 万元；中央财

政安排新一轮退耕还林工作经费 54 万元，广西财

政安排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工作经费 873 万元。 

 

【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启动】 

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要求，7 月 9 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报送退耕还林

有关基础数据的通知》，要求各县林业、发展改革、

国土、水利、农业等部门联合填报新一轮退耕还林

基础数据。9月 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林业局、农业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下

达 2014年退耕还林还草年度任务的通知》（发改西

部〔2014〕2155号），安排广西 2014年退耕地还林

任务 1万公顷。9月 28日，国家林业局召开全国新

一轮退耕还林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广西将分会

场延伸到了 13 个市林业局，并邀请国土资源厅和

13个市国土资源局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全国会议结束后，林业厅立即召开了全区组织农户

申请退耕还林任务工作视频会议贯彻落实。10月 8

日，林业厅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国土

资源厅、农业厅、水利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组

织农户申请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工作方案的通

知》，要求各市、县政府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组织

引导农户申请任务。12 月 24 日，林业厅会同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联合下发了《关于下达

广西退耕还林工程退耕地还林 2014 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的通知》（桂发改投资〔2014〕1669号），

将 1万公顷退耕地还林任务分解落实到县。自治区

财政厅以《关于下达 2014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财政

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农〔2014〕271号）和《关

于下达 2014 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央基建投资预

算（拨款）的通知》（桂财建〔2014〕352号）将新

一轮退耕还林 2014年度补助资金下拨至各项目县。 

 

【阶段验收】 

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 2014 年度退耕还

林工程退耕地还林阶段验收工作的通知》（林退发

〔2014〕7 号）要求，自治区林业厅营林处（退耕

办）于 2014年 1月 5日—5月 6日，组织广西林业

勘测设计院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00名工程技术人

员完成了 2006 年退耕地还生态林原政策补助期满

后 2014 年度省级全面检查验收工作。验收任务量

11033公顷，涉及 9个设区市，32个县（区、市），

295个乡（镇），19064个小班。经验收，2006年度

退耕地还生态林保存面积 10793公顷，面积保存率

97.9%，成林率 86.1%，林权证发放率 94%，建档率

100%，管护率 98%。 

国家林业局于 2014年 6月 16日—8月 14日，

委托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技术人

员完成了对广西 2014 年度退耕还林工程阶段验收

重点核查验收工作。重点核查验收抽查 2006 年度

退耕地还生态林面积 5453 公顷，经核查，保存面

积 5453 公顷，面积保存率 99.91%。保存面积中，

保存合格面积 5440公顷，占保存面积 99.8%。 

2014年 7月 6日—9日，国家林业局退耕办副

主任王殿富等在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周学武陪同下，对广西 2014 年度退耕还林工程重

点核查验收工作进行了督查。督查组抽取来宾市兴

宾区、崇左市龙州县实地检查退耕地还林林木生

长、保存、管护和工程管理情况。王殿富副主任对

2个工程县的退耕还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省级复查验收】 

根据国家林业局要求，自治区林业厅营林处

（退耕办）于 2014年 4月 8日—30日，组织广西

林业勘测设计院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00名专业技

术人员完成了 2014 年度退耕还林工程省级复查工

作。复查内容为 2013 年度国家下达的宜林荒山荒

地造林和封山育林计划任务完成情况、国家下达的

2010 年度宜林荒山荒地造林计划任务和 2008 年度

的封山育林计划任务保存情况。共复查 52个县（市、

区），135个乡（镇），1229个小班，抽查面积 3813

公顷。经核查，2013年度荒山荒地人工造林 15000

公顷，面积核实率 99.9%，上报面积合格率 99.9%，

计划合格率 99.9%；2013年度封山育林 4333公顷，

面积核实率 100%，上报面积合格率 100%，计划合

格率 100%；2010 年度荒山荒地造林 24333 公顷保

存情况，核实面积保存率 98.3%，计划保存率 98.3%，

成林率为 98%；2008年度封山育林 16667公顷成效

情况，面积核实率 100%，上报面积合格率 100%，

计划成效率 88%。 

 

【工程管理实绩】 

据统计，2014年，退耕还林工程完成荒山人工

造林 10792公顷，封山育林 3001公顷。统计至 2014

年 12月底，兑现 2013年度退耕还林工程政策补助

资金35695.2万元。其中，兑现粮食补助资金2783.6

万元,现金补助资金 277.5 万元，管护费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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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5.8万元，生活费补助资金 24041.8万元，造林

种苗补助资金 3886.5万元。 

 

【工程调研】 

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邓卫平同志于

2014年 2月 13日在林业厅汇报材料上作出重要批

示：建议对田林等百色边远县加大退耕还林、提高

森林覆盖率的力度。根据邓书记批示精神，5 月 5

日—8 日，林业厅组织两个调研组，分赴百色市的

田阳、乐业、田林和河池市的天峨、凤山、东兰等

6 个偏远山区县，就如何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提

高森林覆盖率进行了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水利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局办公室、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

项规划实施情况联合督查的通知》（发改办西部

〔2014〕1947号）要求，以国家林业局退耕办主任

周鸿升为组长的国家联合督查组一行 4 人于 2014

年 11月 24日—27日到我区百色市右江区和河池市

东兰县，对 2007 年以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

划实施情况进行了督查。 

根据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协助

开展“退耕还林工程监测评估及政策展望”项目调

研的函》（林研办函字〔2014〕51号）要求,国家林

业局与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合作开展“退耕还林工程

监测评估及政策展望”项目组一行 7 人于 2014 年

10 月 20—30 日到广西东兰、宁明两县开展了项目

调研工作。 

 

【效益监测】 

广西 2014 年被国家林业局纳入全国退耕还林

效益监测重点省（区）。林业厅委托广西大学林学

院生态工程研究所具体负责，现已设置了 3个效益

监测站，效益监测站设置了水文站、全自动气象观

测站经流场等监测设施，对监测区域的水土保持、

水源涵养和小气候改善等方面进行监测。2014年度

监测结果表明，监测区域内各退耕还林模式林下植

被恢复整体较好，林下植被覆盖率以草本层为主。

退耕还林后退耕区域的土壤结构部分得到改善，土

壤的通气性得到改善，土壤孔隙度有所增大，有利

于根系的伸展，促进林木生长。经过对比发现退耕

样地的地表径流及泥沙量明显小于未退耕林地，说

明退耕还林对水土保持具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全

区又新设了 6 个退耕还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监测

点，逐步开展对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户、村级和县级

各项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的调查。 

 

【成效宣传】 

2014年 6月 16日—19日，国家林业局退耕办

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踏遍青山》大型系列报道活

动记者采访团一行 8人到广西采访，深度走访了东

兰、凤山、金秀 3个退耕还林项目县，并在中国广

播网连发《十年治理红水河岸覆满青翠》、《广西保

卫金秀凤山等水源地 变 GDP考核为生态考核》等 7

篇报道，深入报道了广西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成效。 

（自治区林业厅营林处） 

 
 

 

重点区域防护林工程 
 

 

 
【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概况 2014年，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资

源县、龙胜县、荔浦县、靖西县、凌云县、田林县、

隆林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兰县、凤山县、巴

马瑶族自治县、江州区、雅长林场和大桂山林场等

16个县(区、区直林场)实施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

设工程，完成荒山营造林面积 6333 公顷，其中人

工造林 4733公顷、无林地和疏林地封育 1600公顷。

工程建设投入资金 21133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2476

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资 15767万元。 

工程培训 2014年 4月，协助中国水土保持学

会防护林专业委员会在南宁举办“广西珠防林构建

技术和低效防护林综合改造技术”培训班，广西珠

江流域各有关县（市、区）林业局一线工作技术骨

干 120多人参加培训。 

工程评估 2013年6月下旬全区开展珠江流域

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评估工作，经反复修改完善，

2014年2月自治区林业厅完成了工程建设以来的第

一次评估，《广西壮族自治区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

工程建设成效自评估报告》通过国家林业局调查规

划设计院有关专家的审查。评估结果显示，1996—

2012年流域内共完成工程营造林总面积34.65万公

顷，其中人工造林 17.05 万公顷，封山育林 17.60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含灌木林）由1996年的51.30%

提高到 2012年的 63.6%；森林资源年均净增长森林

蓄积 2089万立方米。 

退化防护林改造 2014 年 12 月，为落实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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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关退化防护林改造决策部署，科学有序推进广

西退化防护林改造工作，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编

制<全国退化防护林改造规划（2016～2025年>的通

知》（办造字〔2014〕158号）要求，自治区林业厅

启动全区退化防护林改造规划工作，完成了规划方

案及基础材料收集。 

 

【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概况 2014年，港口区、防城区、上思县、灵

山县、博白县、陆川县、龙州县、宁明县等 8个县

(区)和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施海防林工

程项目，完成荒山人工造林面积 4200 公顷，为计

划任务的 100%。工程建设投入资金 3279 万元，其

中国家投资 2608 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资 173 万

元。 

工程宣传 2014年 7月，广西遭受强台风“威

马逊”袭击，但海防林防灾减灾作用明显。为引导

群众理解支持海防林体系工程建设，自治区林业厅

在《人民日报》2014年第 175期上刊发了《沿海防

护林 防灾显身手》文章，对广西沿海防护林在台

风灾害中的防灾减灾成效和基本情况做了详细报

道，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在报道上做了批示：

“这也是抗台减灾的好总结报告。我区防抗台风，

堤防、林防建设都重要。”12 月，自治区林业厅在

《中国绿色时报》对广西沿海防护林进行了系列报

道宣传，在该报头版相继刊登了《海防林筑起北部

湾生态屏障》等报道 6篇。 

威马逊灾害评估 2014年 7月 18日—20日，

受超强台风“威马逊”的影响，广西沿海地区和桂

南、桂西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台风灾害，

给林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为准确掌握灾情，加快灾

后重建，根据国家林业局和自治区领导的指示精

神，自治区林业厅调剂安排工作经费 30 万元，组

织广西林业设计院完成了“威马逊”灾害损失调查

评估工作，形成了评估报告。提出灾后重建的技术

措施，指导灾区迅速开展林业灾后重建工作。评估

报告结果显示，广西有 37 个县（市、区），2 个自

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8个自治区直属国有林场，

共 47 个县（单位）遭受台风灾害，林业受灾损失

总计 34.9亿元。其中：森林受灾面积 18万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33.9亿元；林业基础设施直接损失 1

亿元。受灾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下降了 6.9个百分点，

活立木总蓄积量下降了 3.5个百分点。沿海防护林

在此次台风中，发挥了巨大的防灾减灾的作用，有

防护林的地方比没有防护林的地方受灾要轻，防护

林密集的地方比防护林稀疏的地方受灾要轻。没有

防护林围护的地方比有防护林围护的地方房屋受

损要多 50%以上。 

 

【九洲江生态建设】 

九洲江发源于陆川县，流经陆川县和博白县，

由陆川县古城镇流入广东省鹤地水库，是桂东南和

粤西雷州半岛地区的主要用水水源，九洲江流域水

环境安全，事关粤桂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但近

年来，因九洲江流域人口众多，城乡发展较快，基

础设施落后，九洲江流域生态十分脆弱，水环境安

全形势严峻。为贯彻落实 2013 年 9 月广西·广东

合作交流座谈会关于粤桂双方加强生态领域合作，

联手推进跨省区小河流域污染防治工作的精神，扎

实推进九洲江广西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做好流域

造林绿化工作，提升森林涵养水源能力，改善流域

生态环境。流域内博白、陆川两县通过实施林业重

点生态建设，稳步推进流域区造林绿化和林分改造,

重点加强流域区水源林建设，提升森林涵养水源能

力。年内共完成造林绿化项目 1360 公顷，占计划

任务的 100%。其中完成荒山荒地造林任务 34公顷，

主要造林树种有香樟、火力楠、荷木、红车等乡土

阔叶树种；完成流域内桉树纯林改造 46 公顷，其

中，陆川县完成流域内桉树改种橘红等中药材 33

公顷，博白县完成桉树林改造种植秋枫、瓜栗等生

态树种 13公顷；完成迹地更新 1280公顷，其中，

陆川县完成 1066公顷，博白县完成 213公顷。 

（自治区林业厅营林处） 

 
 

 

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自然保护区建设】 

七冲自然保护区晋升国家级保护区获国务院

批复；银竹老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申报晋升国家

级获国务院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全票

通过，待国务院批复。九万山、花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范围调整通过了国家林业局审查，上报国务院

进行审批；钦州王岗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新建申

报通过了环保厅组织的专家评审，上报自治区人民

政府批复。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了大容山自治

区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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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加快推进以标识标牌、资

源监测、科教宣传、标本档案、信息化为重点的保

护区规范化建设工作，重点推进猫儿山、木论和弄

岗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姑婆山自治区级自然

保护区分别在保护站点建设、信息化管理、生态文

化和生态旅游方面的试点示范建设工作，逐步建立

自然保护区规范化、数字化监测管理体系。继续推

进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界线确定及总体规划

编制工作，海洋山保护区全州区域范围通过专家评

审，博白那林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西大明山保护

区隆安区域范围确界工作正在推进。完成了大明

山、大桂山鳄蜥、崇左白头叶猴、大瑶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总体规划评审并上报国家林业局，其中大

明山和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得到国家林业局批复同意。 

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 九万山、雅长、岑王老

山保护区一期基础设施项目及木论保护区二期基

础设施项目顺利完成并通过验收，组织完成相关保

护区基础设施续建项目可研报告编制、审核及上报

工作。落实了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二期基础设

施项目 2014 年度 600 万元投资计划，花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获得国家自然遗产的项目资金 900多万

元支持。获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央补助资金项目

资金 2800 万元支持，资金额度位列全国第一。以

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环江喀斯特地貌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成为广西首个世界自然遗

产地。花坪保护区被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授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是迄今

为止广西唯一获此称号的单位。 

（自治区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建设情况 2014 年度石漠化综合治理工

程林业项目主要实施 2013 年度计划任务，完成人

工造林 0.45万公顷；完成封山育林 3.77万公顷；

完成林业项目投资 15292万元，均完成自治区下达

计划的 100%。2014年广西 75个石漠化县（区）全

部启动工程建设，实现了全覆盖。 

工程培训 9 月 23 日—27 日，国家林业局防

治荒漠化管理中心承办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2014 年高级研修项目

“石漠化治理工程管理与技术高级研修班”在广西

平果县举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河南九省、市、县林业主管部门

和技术骨干 70 多人参加了研修班。国家林业局治

沙办副主任胡培兴、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幸

良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工程宣传 按照国家林业局统一部署，开展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宣传活动，要求各有

关市、县统一在 6月 17日前后集中开展宣传活动。

6月 18日，自治区林业厅在中国绿色时报刊登《在

石山铺展动人的绿色画卷——广西石漠化综合治理

综述》，重点报道广西石漠化治理在综合防治、兴

林富民、科学防治等方面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

各市、县（区）在宣传活动期间新闻媒体制作专版

97篇、播放电视新闻 55则，网络新闻报道 30则。 

石漠化监测 安排专项经费，委托广西林业设

计院在阳朔、兴宾、都安、天等、凌云等 5个石漠

化综合治理重点县（区）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

监测，监测指标有：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和蓄积；

植被种类变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植物固碳量；石

漠化土地面积和程度；石漠化土地治理面积；林业

总产值；新增林果产品产量；新增薪材数量；建沼

气池、节能灶、太阳能、小水电的农户数量和比例，

完成 2014 年度数据的采集工作。2014 年中央安排

平果县 5万元开展石漠化定位监测，已完成《广西

平果县岩溶地区石漠化定位监测工作方案》的编制

和固定样地选址等工作。 

沙化监测 2014年 6月 4日—6日，根据《国

家林业局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

工作的通知》（林沙发〔2013〕117号）要求，自治

区林业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举办第五次沙化监测

技术培训班。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和 9个沿

海县（市、区）林业局分管营林工作的副局长、营

林科（股）长及技术员，有沙化土地分布的 49 个

乡（镇、办事处）技术员，广西林业设计院有关技

术人员共 120人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第五次

全区沙化监测技术标准、监测技术方法和外业调查

信息采集系统软件操作等。至 2014 年底，完成了

北海、钦州、防城港市的 9 个县 43 个乡（镇）、6

个国有林（农）场 20 多万公顷沙化土地的现状及

动态变化外业调查工作。 

（自治区林业厅营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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