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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概况

周华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连续几年发一号文件，极

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日趋完善，林业生产责任

制问题，在广大林区也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尤溪县是全国南方集体林区48个重点林业县之一，是福建省

的林业大县、强县。尤溪县林地基本上是集体林，自六十年代延

续到八十年代初的林业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形

势，严重束缚了林农的生产积极性。改革旧的管理经营模式是形

势所逼，是林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林农的迫切要求。当时，林

业生产责任制的核心是分配问题，群众利益没有调整好，集体林

区的林业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在

尤溪的一些乡镇村，也在自发地探索林业生产责任制这一新的管

理模式，特别是在一些重点林业生产乡村，如池田乡(现新阳

镇)上地村和葛竹村，在村党支部、村委的领导下，以强化集体

管护为目的，以调整林业收益分配关系为重点，大胆探索，已初

步显现林业生产责任制的雏形。

1983年末，三明市、县两级林业局在全市范围内统一改称林

业委员会。12月23日，笔者到新的林业委员会任主任，有幸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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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尤溪县林业生产责任制建立的全过程。1983年12月25日，三

明市委、市政府召开第三次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比较广

泛，但在大会第一天，市委书记邓超作报告，重点讲林业改革的

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把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提到了全

市党政领导干部面前。会议期间，与会者气氛热烈，作为县林业

系统的第一把手，深感责任重，困难大，但尤溪县林业改革不能

落后的决心和信心是坚定的。市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于12月29

日下午结束，适逢大雪纷飞，从三明市区经管前乡返尤溪的公路，

在吊公岭地段被雪封遇阻。与会人员遂于29日晚，顶风冒雪，经

南平夏道、尤溪口返回尤溪，到县城时，已是30日凌晨2时多了。

30日上午，即召开县林委中层以上干部会，传达市会议精神和县

委、县政府对林业改革的要求，提出林委的初步打算，把建立林

业生产责任制列为1984年林委第一件大事，并为全县农村工作会

议作好相关的准备。风风火火，干劲十足，八十年代初国家工作

人员那种不甘落后，力争上游的精神风貌可见一斑。

1984年元旦后，尤溪县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全县范围

内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并要确保1984年6月底以前完成，要求

速度快、质量好、责权利关系明晰、有利于林业生产发展。县委、

县政府感到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事关全县大局，事关全县农民的

切身利益，决定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县铺开。于是，选

定基础较好的池田乡(现新阳镇)为试点，一个月内在全乡完成

林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工作。当时，春节将临，县林委在春节前完

成了试点方案的制订。县委书记徐流长、县长张文成、分管副县

长黄德恭等县领导听了试点方案的汇报，经修改后，获得批准。

1984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县林委抽调营林，林政、规划等部

门的业务骨干十余人，组成试点工作组，由本人率领，进驻池田

乡，次日即会同乡干部、乡林业站人员，分组下村，每组负责2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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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村，分林地类型，边摸索边建章立制。重点放在该乡葛竹村，

笔者及陈树根等同志均在该村。工作组到池田乡后，乡党委、乡

政府，以及各村两委，对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对工作组的工作给予全面支持，为试点工作提供了可靠保证。

尤溪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之初，不分山、不分林是既定方针，

在这两个“不分”的前提下，确保林农和集体的利益。既然“两

不分”，又要利益到人，最好的办法是分股份。要分股份，就必须

确定活立木林地的蓄积量，籍以确定林地的资产总量。要在有限

的时间内，对全县林地活立木进行资产重估，难就难在如何确定

活立木蓄积量。工作组一进乡，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随即展开，一

种意见，按林业调查常规，设标准地搞每木检测，但按这个办法，

别说全县在6月底建好林业生产责任制的目标将成泡影，就是池

田乡的试点，也难以在6月底完成。另一种意见，是充分利用现

有的林业科技成果，尤溪县作为福建省杉木的一般产区，平均杉

木年生长量为0．5立方米，松杂木为0．2立方米，这样，只要调

查树种、林龄、面积，马上可以计算出单位面积蓄积量，为建立

林业生产责任制赢得时间，而且质量有保证。尤溪林地类型复杂，

对林木生长．不良的林地，应抱着。肉烂了在锅里”的思想，不论

什么林种，一律按平均年生长量各扣减0．1立方米来计算。本人

是后一种意见的倡导者，得到当时试点工作组的大部分人员的支

持。但此事关系重大，会被人视为放纵国家和集体资产无形流失。

工作组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引起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县

委书记徐流长、县长张文成亲自到池田乡召开座谈会，详细倾听

各种意见，最后确定按后一种意见办，质量要保证，时间不延长。

关键的活立木蓄积量计算问题一旦解决，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同

时，按林种、树种，分别制订了16种计算方式，基本上可涵盖全

县各种林地实行责任制时计算股份的需要。1984年3月中旬，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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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结束，尤溪县委、县政府随即在池田乡召开有县各套领导

班子成员，县直机关各部门领导、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各

林业站长、林委机关干部参加的全县干部会议，布置在全县范围

内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决定一个乡镇组建一个县工作组，

由一名县领导任组长，各有2至3名科局长，林业干部参加，乡

镇党政干部和林业站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干部会也是培训班，由

试点工作组在会上详细讲解了各种林地如何计算，活立木蓄积量、

折算股份等问题。县委、县政府指定本人组织巡回指导检查组，及

时到各乡镇辅导、检查。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思想认识一致，技

术标准明晰、广大林农拥护、县里领导得力、各工作组敬业，原

定要到6月底完成的工作，从3月中旬到4月底基本上完成，5月

上旬扫尾，面上的工作结束，全县范围内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的

工作园满完成。与此同时，本人组织了林委有关人员设计了林业

股票样张，并得到了县委、县政府认可，在完成林业生产责任制

的同时，在全县各林业股东会内发行(无价证券)。4月，三明市

充分肯定了尤溪县抓林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推广尤溪县的技术

规程和具体操作方法，要求加快进度，力争在1984年内全市完成

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工作。1984年9月23日，省人民政府在尤

溪县召开了以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全省林业工作会

议，推广三明市、尤溪县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

尤溪县在全省林业生产责任制建立过程中，主要的贡献有：一

是全省第一个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建立了林业生产责任制，同时，制

订的一整套技术规程和操作方法，对全省、全市完成这一工作起

了推动作用。二是第一个总结提炼出“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

林”这一适合现阶段福建林区生产力水平的林业生产责任制的经

验。这个提法，自1984年3月试点时提出，经过十几年林区改革

的风雨洗礼，事实证明，对福建南方集体林区的改革和发展是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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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促进作用的，技术上是可行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三是林

业责任制的建立，稳定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农村改革的深

化。

尤溪县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至今已15个年头了。林区的社

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八十年代初林业生产责任制建立

时的外部环境已大为改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增强林业生产责

任制活力，继续发挥林业生产责任制在深化农村改革中的作用，诚

望象尤溪这样的林业大县、强县，多作开创性的探索。

*作者 曾任尤溪县林业委员会主任，现任国家林业局驻福建省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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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翠帷绿色明珠

陈家治 纪成俭

尤溪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戴云山西北麓，属亚热带大陆兼海洋

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常年温暖湿润。全县土地总面积3463

平方公里，林业用地面积276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81％，

森林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有维管束植物174科649属

1346种以上，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9种，南方红豆杉等植物

20种和省级重点保护植物9种，野生脊椎动物有28目75科118·

属279种以上，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云豹、弥猴等48种和省级重

点保护动物27种，是南方48个重点林业县之一。尤溪境内群山

如屏，山青水秀，林海茫茫，素有“闽中翠帷，绿色明珠”之称。

新中国建立后，县人民政府开展山林权改革，建立林业管理

机构和生产经营单位，发动群众护林防火、封山育林，并大力推

广新技术育苗造林，我县林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分别在1950一

1957年间，1963年和1978年后出现了林业生产三次兴盛期。尤

其是1978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宣传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开展林业。三定”；根据用材林

消耗量少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用材林采伐量，我县林业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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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巩固营林基础、依法治林、资源保护、林业

科研、森工企业、林产工业、食用菌产业、森防体系、林业改革

以及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5年通

过省“三五七”造林绿化达标验收，实现了1989--1992年人工造

林保存面积和省定有林地面积责任目标两个100％。多年来成为

无山林火灾县，无森林病虫害县。全县有林地面积达375万亩，绿

化程度达86．6％，森林覆盖率达74．4％，森林蓄积量达1488立

方米，年生长量达116万立方米。森林资源得到了持续发展。森

林工业经济不断提高，年均生产销售商品材20一25万立方米。林

产工业蓬勃发展，以木竹为原料的工业企业有100多家，主要产

品有：锯材、人造板、松香、松节油、纸等。

发展林业，任重道远。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希望与困难同在。我们要增强加快林业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树

立强烈的发展意识，认真贯彻1996年7月尤溪县委、县政府召开

的全县林业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再创优势，为建设

林业强县而努力奋斗。

今后一个时期至2010年是我县林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我县林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围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改革

为动力、以富民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实行

森林分类经营、实施“七大”工程为重点，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

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快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

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再创林业新优势，把尤溪建成综合性、开

放型、高效益的林业强县。

林业发展总目标是：到200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4．4％，

有林地面积360万亩，活立林蓄积量达1549万立方米，年产商品

材20万立方米，大林业总产值5亿元，活立木蓄积达1707万立

方米，年产商品材20万立方米，大林业总产值达10亿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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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林业强县，是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跨世纪宏伟目标。实

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锐意改革，开拓进取，

认真实施。七大工程”建设，狠抓。六大措施”的落实。

七大工程建设：

1．速生丰产用材林工程。抓好基地建设，提高75万亩速生丰

产林集约经营水平，有计划地实行定向培育，达到优质、速生、丰

产。

2．竹业等名特优经济林工程。到2000年竹类面积60万亩、

总产值2亿元，2005年竹类面积70万亩、总产值3亿元，2010年

竹类面积80万亩，总产值4亿元。“九五”期间，各类名特优经

济林达12．5万亩。

3．食用菌产业工程。突出科技兴菌、搞活流通和加工保鲜。全

县食用菌总产量到2000年2万吨，2005年2．25万吨，2010年

2．5万吨。

4．生物多样性工程。建立59个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小

区，加强库区水源涵养林的培育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到

2000年22．7万亩，2005年53．3万亩，2010年84．8万亩。

5．防火林带工程。每年同步建设防火林带占当年更新造林面

积的8％以上。争取10年内完成县、乡(镇)、村(场)、林班界

连网，实现每公顷林地配置30米防火林带的规划目标。

6．林产工业工程。突出抓林纸一体化、人造板和林产化工，推

动林业工业经济增产增效。到2005年，年产机制纸5万吨、纸浆

5万吨、人造板5万立方米、松香5000吨。

7．森林旅游工程。到2010年，建成以倒排岩为中心的旅游狩

猎渡假村，开辟3条森林旅游专线。

六大措施：

8

1．继续深化林业改革。一是改革林业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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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集体林经营体制。三是改革流通体制。四是稳定和落实白留山

政策。

2．切实加强森林资源培育和林政管理。一要实施森林分类经

营。二要落实中幼林抚育间伐优惠政策。三要坚持依法治林。四

要从严控制森林资源消耗。五要强化林地林权管理。

3．扎实推进林业工业化。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二要外引

内联促进林产工业发展。三要加大技改投入力度。四要扶大扶强

创品牌。 。

4．实施科技兴林战略。一要进一步发挥科技推广队伍的作

用。二要鼓励支持县内外科技人员直接主持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

三要鼓励科研成果和新技术应用。四要鼓励支持县内科技人员从

事林业各项生产和开发。五要抓好林业科学技术的普及。

5．建立稳定的林产品销售渠道。一要搞活流通；二要培育市

场体系；三要加强营销队伍建设；四要强化信息促销手段。

6．建立健全林业投资体系。一要确保营林投入。二要建立以

股份融资为主的林产工业投资机制。三要多渠道筹集林业科研资

金，建立以企业为主，财政和各有关方面为辅的林业科研投资机

制。四要加强对林业专项基金的征管力度，确保育林基金、维简

费、林业建设保护费专款专用。

尤溪林业发达，两个文明建设走在省市前列，其根本原因在

于尤溪四十万人民把林业当作安身立命之根，治穷致富之路。在

新的形势下，尤溪人民将以建设林业强县为新起点，认真贯彻落

实省、市、县林业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实施“七大工程”，狠抓

。六大措施”的落实，不负使命，奋力拼搏，努力实现跨世纪的宏

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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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林业改革刨佳绩

苏树标

“八五”期间，尤溪县加大林业改革力度，全面完成或超额完

成了“八五”规划目标，林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1995

年，被林业部授予“全国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先进单位”；1994年，

又被林业部授予“全国林业宣传先进县”，被省委、省政府授予

“林业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1995年，预计林业产值可达

51346万元。

再造绿色宝库

尤溪县林业在巩固1990年全面完成宜林荒山绿化成果的基

础上，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立体林业。1995年10月16

日，顺利通过了福建省“三、五、七”造林绿化达标检查验收，实

现了有林地面积和1989年至1992年人工造林更新保存面积双达

标。营林生产经省、市检查评比，多次名列前茅。速生丰产林基

地建设名列全省第一。速生丰产林、造纸林、采脂林、茶果林、苗

用林、毛竹林、绿化林、胶合板林、食用菌专用林及科研试验林

十大林业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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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尤溪县加强森林保护和林政资源管理，使森林资源

不断壮大，林业生产蒸蒸日上。“八五”期间，尤溪县林业累计完

成商品材生产销售110．3万立方米，实现税利7211．5万元，1995

年预计可完成森工产值600万元。

壮大林产工业

尤溪县以木材为原料的加工企业达110多家。林产工业已发

展拥有锯材、纤维板，胶合板、松香、木地板、细木工板、电动

玩具、立木芯胶合门板、竹凉席、竹木工艺品、造纸、猴芝灵口

服液等综合性产业。1995年，县林委所属林产工业实现工业总产

值预计可达8300万元。市重点工程，总投资3．4亿元人民币，年

产5万吨涂布纸的中外合资尤溪涂布纸厂完成了前期筹备工作，

投资为10070万元，年产2．3万吨的第一期工程进展顺利，已完

成投资8000万元。

科技兴林结硕果

。八五”期间，尤溪县林业科教工作朝着服务、实用方向迈进，

推动科技研究和推广应用有机结合，有力地促进了尤溪县林业经

济的发展。每年用于科教、科研、推广及新产品开发上的经费都

在百万元以上。还设立了课题鉴定奖、成果奖、科技进步效益奖

及论文奖，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八五”期间，累计

完成科研与推广课题96项，通过市级以上鉴定的成果36项，获

奖成果26项(次)，并出版了《木荷防火机理及应用研究》等31

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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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归口林

步三等奖。实

7．35万亩，并

等剩余物作为

了产、供、销

全县种值香菇

还有草菇、竹

亿元，年平均

用菌产品远销

用菌生产进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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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青 变成金

苏树标

尤溪县群山如屏，毛竹茂盛，现有毛竹林40万亩。近年来，

县委、县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发展毛竹生产，加强管理，使毛

竹生产责任制得到完善和落实。科技兴竹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全

县竹林呈现勃勃生机，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绿色“金矿”。

1995年，尤溪县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竹业经济的决定》，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完善落实毛竹生产责任制工作。解决承包年限太

短、承包责任目标太低、利润上交太少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做到

承包合同规范化、法律化。使承包年限延至20年以上，长的达40

年。承包条款规定具体，可操作性强。收到良好效果。

1995年冬以来，县委、县政府还制定了发展毛竹生产的。六

个允许”的优惠政策，大大调动了竹农生产积极性，全县新植毛

竹林面积达52948亩，一年新植毛竹林面积超过1950--1985年的

35年间新植面积的2．5倍，涌现出一批千亩竹林村和百亩竹林

户。

为了提高种竹的经济效益，尤溪县近年来积极采取有力措施，

努力提高竹农的科技素质。如1996年5月，有关部门邀请福建林

学院7位专家、教授深入到各乡镇、村、农户巡回讲授毛竹丰产

栽培技术，到全县14个乡镇的78个毛竹重点村，举办了56场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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