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陕蒙调研篇

国有林场发展现状、问题与改进措施

———以红花尔基林业局为例

劳动经济学院　齐明珠

红花尔基林业局建于１９７０年，是国家重点天然沙地樟子松林区，是呼伦贝尔市直
属地方林业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南麓，与世界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毗邻，处

在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之间山地与高原、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属大兴安岭森

林生态体系，是全国唯一、亚洲最大的珍稀沙地樟子松林，被誉为“樟子松的故乡”。

林业局施业区总面积为５９８万公顷，有林地面积为１９５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为
２５０７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３２６７％。

红花尔基林场建有“三北”防护林种子林、母树林基地，国家级樟子松林自然保护

区和国家级樟子松森林公园，是国家指定的天保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区。全局在职

职工１１１５人，林业总人口３７２４人，由蒙、汉、鄂温克、达斡尔等８个民族组成。红花
尔基林业局素有樟子松故乡之称，因生长着稀有珍贵树种———沙地樟子松而闻名

中外。

　　一、林业局发展的主要历程及改革的总体情况

自建局以来，红花尔基林业局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７０～１９９８年是林业局
保护、培育、经营林木，以木材生产经营为主的传统林业阶段；１９９９年被纳入国家天然
林保护工程项目区至今是林业局由传统林业逐步向现代林业，由以木材生产为主逐步

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跨越阶段。以１９９９年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资源工程为契机，红
花尔基林业局发展迅速，林场生态建设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首先是森林资源大幅增长。有林地面积增加了２７万公顷，森林立木蓄积量提高
了７２８５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３３６％，增加了４７个百分点。产业体系建设
也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可喜局面。

其次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快速增长。林区经济呈逐年攀升状态，工农业总产值快速

增长，经济效益逐步改善。全面完成了林业局多年提出的实现林业经济根本好转的目

标任务，为林业建设和产业开发积累了较充足的资金，可满足林业局在较长的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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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经济的平稳运行。

第三是林区产业呈多元化结构，项目拉动成为林区收益的主要来源。近年来，林

业局利用资源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等优势产业，发挥企业

的龙头作用，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基本形成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实现了林业接续

替代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自开发建设红花尔基森林公园以来，森林旅游产业的稳步和

迅速发展，已成为林业局经济格局中的新兴支柱产业。此外，红花尔基旅游业不仅在

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重点建设，还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旅游

纪念品和绿色山野菜产品项目的开发，努力构建完整的旅游产品体系。旅游产业体系

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还安置了林业转产分流职工，也为林业职

工子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基础设施明显改善。１９９８年，全局固定资产总量
只有２２４６万元，到２０１２年底达到１６３７４万元。多年来，林业局注重项目建设，以项
目拉动林区经济作为林业局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先后启动了林区防火公路建设项

目、以封代造退耕还林项目、“三北”防护林封育造林项目、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樟子

松苗木基地、旅游公路等建设项目，争取国家投资和自筹资金数千万元。这些项目的

陆续实施，不仅加快了生态建设步伐，还拉动了林区经济发展，增加了职工的收入。此

外，职工住宅小区、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职工商务服务中心和自然保护区办公楼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群众的居住环境，提升了生活品位。这些工程的建设

完成，不仅解决了很多职工居住危房的困难，更改变了林区群众几十年以来不变的落

后生活方式，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而且也为旅游城镇建设和社会主义新林区建

设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林区基础设施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第五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职工收入稳步快速提高。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林业局
逐渐补齐了２００４年前拖欠的职工养老保险金，偿还了拖欠职工的工资和抚恤金等，重
新启动了社会保障体系。１９９８年职工平均年收入为 ２９６５元，２００９年达到了月均
１６００元，２０１１年月均３１３４元，林业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０２１２元。

第六是大力推进民生工程，稳步构建和谐社会。继全面解决了职工社会保障和历

年拖欠工资问题之后，林业局又重点解决了老弱病残、下岗待业等弱势群体的问题，先

后制定和实施的《红花尔基林业局职工提前内部退休实施办法》《红花尔基林业局职

工病休实施办法》，解决了部分老职工及体弱多病职工的实际困难，在实施社会保险

的同时，为职工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作为工伤保险的补充。切实加强劳动和社会

保障工作，完善了林场卫生室建设，由职工医院派出医生进行定期巡回诊疗，解决林场

缺医少药的问题。

同时，林业局全力优化职工工作和生活质量，一批惠及民生的基础设施工程相继开工

建设。这些惠民工程不仅优化了基层林场的基础条件，而且改善了职工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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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林业局社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看，自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新林区建设进程加

快，林业建设步入了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以木材生产为主的经营格局被

打破，林业局面临着经济上的滑坡、再就业的压力、产业开发的困难等诸多问题，仍然

存在制约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因素，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林业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体系建设进展缓慢，产业

开发缺乏资金投入；传统产业机制创新有待进一步探索，强势产业缺乏资金投入，不能

按照规划顺利实施，新型产业没有形成规模，开发资金短缺已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问

题，林业产业尚未形成长效体系。

二是基础薄弱，历史欠账较多。基础建设欠账严重，严重影响森林防火、营林生

产、工作生活的正常运行；企业经济负担沉重，制约着林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是林区人才严重缺乏。由于地处偏远，待遇低，企业难以引进急需的专业技术

人才，大中专毕业生不愿在林区落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四是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仍使企业承载沉重负担。虽然学校和供电部门得以归

口管理，但仍需移交的还有消防、医院、环卫、有线电视等部门。企业每年对这些单位

支出庞大，难以承受巨大的负担。

五是林区职工收入、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纵向看，近年来林区经济、林业生产有了

一定的发展，职工工资水平有所提高，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从横向比较来看，林业经

济发展缓慢，工资水平较低，职工生活困难等问题仍然很突出。

　　三、林业局改进工作的措施

第一，坚持生态优先、全面发展的原则。按大林业发展思路，实行生态建设与产业

建设两手抓，依靠广大群众，形成全社会办林业的氛围。一方面，森林资源是林业发展

的物质基础，培育多功能森林可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多功能森林是建设生

态文明的重要依托。此外，森林的质量、功能和效益是林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因此，需要将培育优质多功能森林列为建设现代农场的重要任务。

第二，加快林场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大力发展“林下产业”，挖掘“林下经济”，如

种植草本药材或其他适宜林下种植的经济作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展立体种植，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其次要发展职工自营经济，拓宽自营经济项目，使自营经济成为有效

经济成分。此外，还可以因地制宜，改变林场经济收入以木材为绝对主体的局面，进一步

增加林场收入渠道。例如，将以原木销售为主转为以木材深加工为主，使木材不断增值。

第三，积极筹划养老保险，解决林场社会负担。国有林场应尽可能参加基本养老、

医疗及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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