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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C E  H U A

就获得现金补助10.2亿元，户均6538

元、人均达1762元。据统计，贫困

地区群众来自林业的人均年收入突破

2000元，林业助力脱贫攻坚的成效

明显。

2018年10月，《云南省生态扶贫

实施方案（2018-2020年）》印发。其

中明确，要通过推广生态建设扶贫合

作社的形式，采取退耕还林还草、退

牧还草、水土保持、石漠化综合治理

等工程，吸纳更多的贫困人口参与生

态建设。同时，还要拓宽生态管护工

资收入渠道，增加林业资源、实地、

草原等的管护岗位，优先安排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人口参与管护和服务。

既要“绿起来”又要“富起来”

在云南，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等

项目的实施，一些耕地变成林地，原

来的庄稼也变成经济林果。经济林果

本身就有收益，加上国家第二轮退耕

还林补贴平均每亩达1500元，农户的

钱袋越来越鼓。

政府资金补贴和技能培训,激发了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他们积极发展产

业，逐渐走上致富路。

在美乐村，村民在核桃林和花

椒树下种植附子、白芨、重楼、当归

等中药材以及魔芋等经济作物。目

前，玉龙县的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超

过了10万亩，成为闻名全省的“林药

之乡”和“云药之乡”。李正昆说，

他在自家的林地中，栽种了牧草、中

药材、酸梅子等，家里还养着20多头

猪。他家依靠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

国家生态林到户补偿，以及种植核

桃、花椒、中药材和养殖生猪等，每

年有5万元以上的收入，2016年脱

了贫。

罗平县旧屋基乡依托喀斯特地貌

和如画风光发展乡村旅游。依靠政府

补贴，不少建档立卡贫困户开起了餐

馆和农家乐。随着游客不断增多，村

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洱源县炼铁乡纸厂村贫困程度

深。曾经，这里的群众随意毁林开荒,

山区森林资源被严重破坏，群众广种

薄收。如今，纸厂村引进一家食品公

司带动村民种植山嵛菜。企业以保底

价收购，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山嵛

菜成了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亩均

收入达5000多元。纸厂村实现山绿、

水清,由过去靠毁林开荒填饱肚子向绿

色生产致富转变。村里的经济总收入

从2013年的581万元发展到2017年的

1250万元,人均纯收入从3100元发展到

5704元。

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林

业行业总产值从2012年的886亿元增加

至2017年的1955亿元。

如今，恢复贫困群众的“造血”

功能被写进了《云南省生态扶贫实施

方案（2018-2020年）》，其中明确，

到2020年底前，全省组建2000个生态

扶贫专业合作社，吸纳3万以上贫困人

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通过发展生态

产业的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0%以上，

通过生态扶贫助推云南省150万以上贫

困人口实现增收。

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

标：既要绿起来，又要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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