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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经验J 他山之石

龙岩市武平县城厢镇云寨村  李国潮 

一辈革命家曾三进武平，这里不仅

是中央苏区县，还是“共和国空军

之父”刘亚楼将军的故里。时光荏

苒，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一直在这

里延续。

进入21世纪，作为一个林地较

多的山区县，集体林权制度中一些

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逐渐凸显出

来。2001年之前，由于产权模糊，

农民对集体林不想管、不敢管，而

村集体又管不住、无法管。“作为

林业大县的武平，陷入了乱砍滥伐

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

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望着

青山难收益的困境。”武平县博物

馆讲解员说。

这些问题引起了福建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林改呼之欲出。

为破解林业发展困境，2001年6月，

武平县选择万安乡捷文村作为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2002年6月，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

研林改工作，指示“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

样，从山下转向山上”，推动了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

的又一场伟大革命。此后，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在福建拉开序幕，并最

终在全国铺开。武平县也因此被誉

为“全国林改第一县”。

“林地分给农民管理后，谁造

林谁受益。”武平县城厢镇云寨村

党支部书记邱国忠告诉记者，林改

给当地带来了较大变化，极大地激

发了群众造林育林的积极性。

然而，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的深入推进，一系列后续难题接踵

而至。比如“分山到户”后，虽然

林农积极性高涨，但造林的钱从哪

里来？林子怎么管护？如何才能致富？

为此，当地又启动了新一轮改革。

武平县万安镇党委书记王剑斌

表示，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推进

林业配套改革，创造性地在全国率

先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探索重点生

态区位商品林赎买和探索兴“林”

扶贫和“普惠金融·惠林卡”金融

新产品。

“比如农民被划入保护区的商

品林，通过政府出资回赎的方式，

一次性购买30年。”王剑斌说，这

一尝试，让农民在林权不变的情况

下，不仅不需要管护已被赎买的林

地，还能获得一笔发展资金，投入

新产业发展，实现保护和发展双赢。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效破解

了林业发展深层次矛盾，让龙岩市林

业发展更有底气，步入了发展新阶段。

用林 掘金绿色产业

有了绿水青山，还有丰富的

红色资源，如何发挥这些“红”与

“绿”的资源优势，让革命老区焕

发生机与活力？为此，龙岩市在用

林方面动足了脑筋。

走进龙岩市永定区金砂乡，在

绿水青山间，永定暴动遗址依然保

护良好。昔日福建省革命史上影响

最深远的农民武装暴动就发生在这

里。如今，一个结合当地红色文化

开发的金砂红色小镇已初具规模，

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聆听革命先辈的

红色故事，还能体验浓郁的绿色生

态乡村游。

结合本地红色文化等特色资

源，打造乡村旅游、湿地旅游、森

林旅游等，成为龙岩市用好用活绿

色资源发展经济的有力抓手。

在武平县，一片跨省流域山地

河流区域被打造成“中山河国家湿

地公园”。公园建成5年来，不仅有

效保护了当地生态，引来了更多白

鹭等鸟类栖息，还成为一个旅游热

门地。在武平县，类似的绿色景区

还有很多。2020年，武平县森林旅

游接待游客270万人次，实现森林旅

游总收入11亿元。

除了发展旅游，龙岩市通过

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助农增收致富。

在林业改革策源地武平县万安镇捷

文村，一种名叫“富贵籽”的林间

植物，因挂果时间长、造型美观，

被培育成观赏花卉。“根据植株大

小、造型美观程度，每盆售价可达

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当地村民

高兴地说，这种原本在山林里不起

眼的植物，现成为赚钱的宝贝。同

时，该村还通过发展林下紫灵芝种

植产业等，使林下经济蓬勃发展。

2020年，依靠绿色产业，捷文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2.5万余元。

据了解，近年来龙岩市通过打

造林药、林菌、林花等多种林下经

济模式，让“绿色金库”不仅绿色

永驻，还保障农民增收致富，助推

乡村振兴。一幅在“造林、育林、

护林”中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瑰丽

画卷，在闽西大地铺展开来。

这正是：风云激荡，一百年、

闽 西 换 了 人 间 。 日 照 武 夷 ， 抬 望

眼、处处绿水青山。华灯初上，广

场舞乐，人民笑开颜。初心不改，

村口红旗招展。    追寻英烈足迹，

音 容 依 稀 在 ， 炮 火 硝 烟 。 红 星 照

耀，才溪新泉古田。松毛岭上，血

沃肥劲土，志搏云天。一脉传承，

中 华 复 兴 渊 源 。 （念奴娇·闽西

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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