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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尔基国有林场的可持续经营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学院　栾育青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１７日，校工会组织学校２８名中青年教师赴内蒙古红花尔基樟子松
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社会实践。教师们参观了红花尔基森林公园，并与林场领导进

行了亲切友好的座谈，了解了国有林场的发展历程、改革、管理体制、文化建设等方面的

情况。教师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改革给林场带来的变化。在座谈会上，有些教师还为林场

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例如，在如何提高职工个人利益和工作积

极性、如何推广宣传、如何建立英文网站、如何改善群众文化生活等方面献言献策。青年

教师们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收获颇丰，不仅领略了内蒙古的自然地貌，还学到了国有林场

从内部挖掘力量、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很多教师表示，校工会组织的中青年教师社会实

践活动为我校中青年教师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使教师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希望此项活动今后持续下去，而且越办越好。

　　一、红花尔基林场的总体情况

红花尔基林场是国家重点天然沙地樟子松林区，隶属于呼伦贝尔市林业局。红花

尔基林场被誉为“樟子松的故乡”，有林地面积１９５万公顷，下辖６个林场，现有职工
１１１５人，林业总人口３７２４人。１９９９年被列入国家天然林重点保护区之后，红花尔
基林业局由以采伐林木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林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红花尔基林业局始建于１９７０年，自建局以来，红花尔基林业局的发展分为两个阶
段，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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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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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以资源保护为

重点的生态建设已日渐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实施天然森林保护工程以来，林场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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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随着以木材生产为主的经营格局被打破，林业局面

临着经济的滑坡、再就业的压力、产业开发的困难等诸多矛盾。面临这样的局面，红花

尔基林业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带领全局职工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明这个主题，推

进林业产业体系建设，努力寻求新的发展之路。特别是自“十五”和“十一五”以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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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领导班子带领全局职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林业经济，充分利用林区丰富的自然资

源，积极发展非林、非木产业，使产业比例不断调整优化，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林

区经济不仅逐步走出了“独木支撑”的困境，而且呈现出“速度加快、运行趋稳”的良好

态势，新的经济结构正在形成，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新林区建设的

进程，使林业建设步入持续、快速、稳步、健康的发展轨道。１９９８年，全局固定资产总
量只有２２４６万元，到２０１２年底，固定资产总值已达到１６３７４万元。在经济总量中，
项目拉动收入和多种经营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林区经济的主要来源。１９９８年，
职工人均年收入２９６５元，２００９年，职工月平均工资达到了１６００元，２０１１年，职工平
均月工资３１３４元，林业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２１２元，年环比增加１１５２元。职工收入
有了一定提高的同时，林业局补缴了多年拖欠的职工养老金，还偿还了多年拖欠的职

工工资和抚恤金７００余万元，为职工重新启动并建立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

　　二、红花尔基林场的可持续经营与可持续发展情况

（一）林区产业呈多元化结构，林区经济全面发展
近年来，林业局依托资源优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以森林生态旅游为主

导的优势产业，发挥企业龙头作用，带动工艺品开发、肉食品加工、特色养殖等产业，基

本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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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超千万元的投入建设，现已具备了在园区

１５００人同时就餐和３００人住宿的能力，同时开展了诸多游览娱乐项目，形成了集休闲
娱乐、度假观光、科普教育、野营狩猎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森林公园。２００５年 １２
月，森林公园被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２００６年８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
ＡＡＡ级旅游景区。近３年来，森林公园共接待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１５万余人次，实
现营业收入千余万元。在这期间，林业局较好地完成了接待党和国家及省市领导人的

任务。森林旅游经营体制日趋合理，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有所提高，为实现森林旅游

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８年，林业局通过不同形式筹集资金，在保护生态、科学规划的前提下，用于森
林生态旅游的基础建设，着手进行夏季滑雪场、野生动物养殖园、木屋别墅风情园等项

目的建设，打造呼伦贝尔森林旅游精品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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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林业局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还安置了林业转产分流职工１２０余人，也为
８０余名林业职工子女创造了就业岗位。

由于森林公园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客观上带动了交通、旅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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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商贸等社会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较好的社会效益，镇区旅店、商店、饭店等第三

产业的兴办，全方位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林业局积极发展特色经济，开发特色养殖产业。宝根图林场的家禽养

殖和美洲雁的特色养殖项目、诺干诺尔林场的山鸡养殖项目、辉河林场的野猪养殖项

目、汽车队的鸡鸭鹅养殖项目、森林公园的无公害蔬菜基地、葡萄采摘园、山野菜采集

加工业以及各林场蔬菜大棚均收到了一定的效益。

林业局筹资建设２２００平方米的再就业中心服务楼，可安置１８户和６０个摊位近
百名职工就业，从事商业服务活动，形成以林业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代表的商品市

场流通服务体系，使红花尔基林区物流更加丰富，信息更加通畅，市场更加繁荣，促使

职工收入进一步提高，也为职工发展自营经济搭建了平台。

林业局还全力扶持和发展自营经济，提高职工增收能力。职工家庭养殖业、山野

菜采集、野生食用菌采集均收到较好的效益。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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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子松行动苗木基地和旅游公路等建设项目，争取

国家投资和自筹资金４６００万元。上述项目的陆续实施，不仅加快了生态建设步伐，
还拉动了林区经济发展，增加了职工收入。

首先是防扑火基础设施投资建设。３年多来，林业局共投入３７３７９万元，用于森
林防扑火基础设施、设备建设 （其中国投２４５４８万元，自筹１２８３１万元）。其中，基
础设施总投资为３０９１３万元，包括国投２４５４８万元，自筹６３６５万元；防扑火设备、
设施总投资资６４６６万元，均为自筹。

通过投资建设，林区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林区防火公路１１６公里，投资２８８２万
元，其中国家投资２４００万元，林业局自筹４８２万元；林间巡护步道３０公里，投资６９万
元，其中国家投资２６万元，林业局自筹４３万元；防火管护站（检查站）建设１６座，计
１１２０平方米，投资８９６万元，其中国家投资２８８万元，林业局自筹６０８万元。

２００５年争取到的林区防火公路建设项目自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４日开工建设，于２００７
年１０月交付使用，结束了林业局建局３５年没有等级公路的历史。

为改善局址交通、卫生条件和森林旅游环境，林业局筹资１２０万元，维修改造街道
６公里，新建旅游公路５公里，新建环卫处并购置４台清运车辆，改善了环境卫生面
貌。林业局筹集资金８０万元，新建３３公里１０千伏输电线路，结束了辉河林场、头道
桥林场建场３６年无电的历史。
２００７年，林业局投资２１９５万元建设了职工住宅小区、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职工商务

服务中心、自然保护区办公楼等基础设施，极大地改善了职工群众的居住环境，提升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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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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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林业局投资８０００余万元，加强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基础工程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当地林业特色又基本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现在，

红花尔基镇道路宽阔、楼房林立、镇容整洁，与国家级森林公园相互依托，呈现出一派

新林区的景象。

（三）大力推进民生工程，稳步构建和谐社会
林业局始终密切关注职工切身利益不受侵害，注意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

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继全面解决了职工社会保障和历年拖欠工资问题之

后，２００７年重点解决了老弱病残、下岗待业等弱势群体的问题，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防止和杜绝群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促进了社会稳定。林业局先后制定和实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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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５个林场卫生
室建设任务，由职工医院派出医生进行定期巡回诊疗，解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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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积极措施筹集资金建设职工住宅小区，１２０户职工喜迁新居，极大地
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职工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为职工群众，特别是离

退休职工提供了一个休闲、健身、娱乐、运动、陶冶情操、学习知识的场所和平台。林业

局办公楼的建设整体提升了林业局的外在形象，成为林业局的标志性建筑。职工再就

业服务中心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将逐步改善林区面貌，推进新林区建设的整体水平。

不断优化基层林场基础条件，改善基层职工生活环境。林业局完成辉河和头道桥

林场输电线路建设，结束了两场自建场以来无电的历史；公路交通明显改善，局属５个
林场有等级公路相连，协调配合联通、移动、网通公司，新建宝根图、头道桥、辉河３座
通讯塔，无线通讯覆盖面扩大，林区生产、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红花尔基林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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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使规划顺利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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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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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运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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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负担沉重，制约着林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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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不愿在林

区落户，林区职工平均年龄４７～４８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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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职工收入、生活水平仍然很低
从纵向看，近年来虽然林区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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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低下，职工生

活困难等问题仍然很突出。

　　四、红花尔基林场下一步的发展思路

（一）进一步推进新型林业产业化进程，做大做强龙头项目，形成规模强势发展，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林业产业体系
１优化传统产业。在对林产品加工企业实行国有民营的同时，对全局农业耕地

继续实行对外租赁，采取鼓励职工发展家庭养殖业的办法，从经营机制上寻求潜在发

展活力。

２推进强势产业。依托樟子松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生态旅游项目，发展山野菜
加工、旅游工艺品、饮食服务、交通、流通和信息等产业。充分利用红花尔基水库建成

后的水景资源、伊罕公路沿线的山水林草资源，发挥樟子松的独特优势，进行招商引

资、多元发展，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采用招商引资、自筹资金的形式投资完成滑雪场、

狩猎场、高尔夫练习场和森林别墅等旅游项目，打造精品景区。

３开发新兴产业。首先是做强以森林蔬菜、野生食用菌为主打品牌的山野菜加
工产业，积极与市场对接，做强企业，做大市场，增加就业，提高效益，使有效资产发挥

最大效益；其次是继续抓好木制工艺品的后续发展和市场开发工作，按照自主研发、突

出特色、品种多样的要求，生产成批量、高附加值的系列产品；再次是积极倡导家庭养

殖业，实现牛羊养殖的平稳发展。

（二）推进社会主义新林区建设，促进林区全面发展
全面改善林区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林区职工生产、生活环境。与此同时，积极开展

社会主义新林区建设，全力打造“生态优良、产业发展、职工富裕、局风文明、管理民

主、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新林区。

（三）继续实施项目拉动战略，全力拉动林区经济
积极运作已完成规划和批复的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完成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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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爆预防项目和林火监测建设项目。继续申办防火公路网建设项目，进一步提高林区

公路网的密度，从根本上改善林区交通条件。积极争取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建设项目和

防沙治沙项目。紧紧抓住两伊铁路、红花尔基水库、伊沈输电线路工程建设的契机，强

化林地资源管理，密切配合，热情支持，带动全局经济发展。

（四）关心林区职工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在引导职工群众在林业建设事业中发挥主人翁精神的同时，从维护职工切身利益

出发，认真解决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改善林区职

工几十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和谐稳定。在继续做好群众来信来访

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好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以及涉及民生方面的十件实事。

（五）提高林区职工素质，建立一支勇于创新、作风过硬的干部职工队伍
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每年选送８～１０名优秀干部到东

北林业大学培训深造，重点学科是林学、森保、病防、保护区、林下资源开发、地理信息

和资源管理等学科，逐步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形成一支具有强烈主人翁责任感、为红花尔基新林区建设甘于奉献的新型职工队

伍。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在加强岗位培训的同时，选送专业人

才到大专院校学习深造。适时举办财务制度、天保管护、资源管理、法律知识和计算机

知识等各类培训班，以满足林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需求。

（六）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林区经济效益，提升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生存
能力

稳步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使企业充分适应市场生存和发展环境。继续加强企业经

营管理，管理的重点放在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资金管理、劳动工资管理和物资采购管

理等重点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和管理办法，逐步满足现代林业发展需要，形成长效管理

机制，为推进新林区建设，实现林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加强计划

财务管理，加强财务审计工作，加强劳动工资管理，严格用工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加强物资采购的管理，规范服务接待工作，加强行政事务管理，加强对多种经营、综合

利用项目的管理，严格核算，细化管理，努力做到增收节支，提高效益。

在社会主义新林区建设新的起点上，保护好珍贵的沙地樟子松森林资源已是红花

尔基林业局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生态体系建设和产业体系建设将作为红花尔基林区

经济的两翼快速发展。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使我有机会亲身走进国有林场，了解国有林场多元发

展、多种经营的成功经验以及改善林场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的进程，了解国有林场

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感受到了红花尔基人的艰苦奋斗精神。今后，要将

这种精神转化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争取为国家和学校做更

大的贡献。

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