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林保护系列宣传（六）

天然林筑牢黄河流域生态根基

——写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国家林草局天保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千秋大计，已成为重大国

家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的里程碑。“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是习近平

总书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定的重要原则。“森林是

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

把我国森林资源保护好、培育好、发展好”，是总书记为生态建设定

下的基本方略。“要研究把天保工程范围扩大到全国，争取把所有天

然林都保护起来”，更是总书记对全国务林人的谆谆嘱托。

黄河流域天然林保护修复意义重大，丰富多样的森林资源是保障

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重要资本，健康稳定的天然林是实现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保护修复天然林是改善黄河流域生态固本增元

的重大举措。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保工程区 耿大鹏摄



据研究，天然林蓄水能力是人工林的 3 倍以上。根据 2015 年监

测数据，黄河上中游地区天保工程区涵养水源量达 457.87 亿吨/年，

相当于当年黄河径流量（304.50 亿吨/年）的 1.5 倍。当前，黄河流

域森林面积为 25252.65 万亩，天然林占 54.1%，其中黄河上中游 7

省的占比只有 53%，这比全国的平均数低 10 个百分点，而且这些仅

存天然林又主要分布在支流岸区以及流域高位山地，生态地位极其重

要。

保护好珍贵的存量资源是当务之急，是固本，是迅速遏止生态继

续恶化、改善生态状况的基本前提；修复好功能受损的天然林，是增

元，是提升天然林质量、提高生态承载力的根本措施。

制图：马雨晶



黄河流域天然林保护的七大贡献

1998 年，我国在 12 个省（区、市）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天保工程

试点；2000 年，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和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

有林区共 17 个省区正式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2016 年，天保

工程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黄河流经的 9个省（区），8个（除山东省

外）纳入了早期的天保工程。

经过 20 多年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指引下，天然林的价值取向，从经济优先到保护与发展并重，

再到生态优先、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内在动因的认知变化，天然林

保护已成为全社会共识，黄河流域天然林保护修复取得了巨大成效。

1、天然林资源持续增长

通过 20 多年来的有效保护，森林总量不断增加，资源质量持续

向好。2019 年与天保工程实施前的 1997 年相比，全国森林面积净增

9.2 亿亩；森林蓄积量净增 62.9 亿立方米。天然林面积净增 4.76 亿

亩，占全国新增森林面积的 51.6%；天然林蓄积量新增 45.9 亿立方

米，占全国新增森林蓄积量的 73.1%。

天保工程实施以来，黄河流域累计减少森林资源消耗 3亿多立方

米。第五次（1994-1998 年）与第九次（2014-2018 年）全国森林资

源清查结果对比，黄河流域森林面积净增 9647.1 万亩，森林蓄积量

净增 32900.34 万立方米。其中，天保工程区天然林面积净增 4078.35

万亩，占该流域新增森林面积的 42.3%；天然林蓄积量净增 17716.23

万立方米，占该流域新增森林蓄积量的 53.8%。特别是天保工程二期

9年天然林蓄积量增加了 10426.75 万立方米，比天保工程一期 11 年

的增加量还多出 3875.31 万立方米，增速明显加快。在天然林资源总

量增加的同时，天然林质量明显提升。



2、黄河安澜获得强力支撑

天保工程实施以来，黄河源头的水源涵养、中游的水土保持和中

下游的防风固沙能力显著增强。青海三江源是黄河的源头。三江源地

区水资源量近 10 年增加 84 亿立方米，湿地面积增加 104 平方公里；

青海湖水位连续 9年上升。黄河中游的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区是粗

泥沙的集中来源地。黄河主要输沙区延安，自 2010 年以来，泥沙由

每年的 2.58 亿吨降至 0.31 亿吨，降幅 88％。山西 2019 年的保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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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增加 11.57 亿吨。森林防护功能的提升，为我国的粮食高产

稳产提供了环境保障。

4、物种生境得到有效改善

物种资源是许多药物和食物的基本来源，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全球 40%以上的经济和 80%以上贫困人口生活之所需来

源于物种资源。物种一旦消失不可复生，人类就永远失去了这些基因。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天保工程实施前，

高等野生植物物种中有 15%-20%处于濒危状态，44%的野生动物种群

数量呈下降趋势。天保工程实施有效地保护了全国 90%以上的陆地生

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 80%的高等植物种群，极大改善

了物种的生存环境。祁连山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2019 年 9月-2020

年 4月的调查中，4 只雪豹同时出镜，260 多只野生白唇鹿特大种群

被拍摄到。

5、生态竞争力显著提升

2009 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作出了到 2020 年

全国新增森林蓄积量 13 亿立方米的庄严承诺，仅天保工程近 5年就

已贡献了 13.75 亿立方米。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全国

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 89.8 亿吨，其中 80%的贡献来自天然林。天保

工程的实施，使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林业行动，由“停伐减产、

造林”转升为“全面停伐、修复”，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具有

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贡献，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生态竞争力，拓展了经

济发展空间。

天然林保护不仅在国际上为我国绿色外交赢得了话语权，而且对

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面保护天然林

的支撑下，“生态强省”“生态立市”成为各地的新发展观，生态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宜居也成为招商引智的新优势。天然林保护

使黄河流域生态承载力日益提升，宜居宜业的环境条件逐渐向好，经

济社会发展软实力日益增强，为“一带一路”倡议注入了新的时代内

涵和驱动力，提升了流域内古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国际影响力，为可持

续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

6、民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20 多年来，天保资金近 70%用在了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

通过工程措施拉动就业，通过政社性资金补助，让黄河流域林区职工

实现了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弱有

所扶。

天保工程实施前，林区民生问题十分突出，林场职工群体性上访

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实施天保工程，黄河流域累计投入资金达 1066

亿元，不仅有效解决了林区就业问题，而且下拨社会保障和政社性资

金 211.31 亿元，为林区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提供了有力保障，

极大地改善了林区职工的生产生活状况，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地处黄

河流域的内蒙古和陕西，天保工程实施前 1997 年职工年平均工资分

别为 0.45 万元和 0.47 万元，2019 年均达 6.6 万元，增长了 13 倍多。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由工程实施初期的养老 “一险”发

展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五险”，林区职工全部实

现了应保尽保。

7、生态文明意识明显加强

天保工程建设取得了集宣传、教育、行动于一体的社会效果，对

人们的政绩观、消费观、荣辱观、价值观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引领了

全民生态文化元素提升，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正成为全民的

自觉行动，初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天然林资源保护



之路。依托天然林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建设森林公园、举办森林文化

节等活动，使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深入人心，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

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走进了千家万户，大大提高

了人们对保护森林、关爱自然、尊重自然的认识，促进了生态意识和

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升。

“四川实施天保工程”在 2008 年全省大众投票中，当选“影响

四川改革开放 30 周年 10 件大事件”之首。在 2019“千万网民心中

的四川奇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影响四川十大工程”大型网络

评选活动中，四川天然林保护工程又高票入选“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影响四川十大工程”工业与科技榜十大工程。该省问卷调查，人

们对天保工程的认知程度达到 90%以上。

甘肃祁连山大野口天然林保护区 冯晓光摄



持续提升黄河流域重大国家战略的保障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土绿化和森林保护，森林覆

盖率由 1949 年的 8.6%增加到 1998 年的 16.55%、年均增加 0.16 个百

分点，1998 年天保工程实施后，在大力加强国土绿化的同时，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既做好“加法”又严控“减法”，到 2018

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22.96%、年均增加 0.32 个百分点，特别是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所有天然林都保护起来”后，年均增

加 0.33 个百分点。

这充分验证了我国林业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

的历史性成就。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更是开创了天然林保护修复事业的新时代，赋予了林草工作新使命。

1、全面落实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草原工作

的重要部署，是天然林保护修复的行动指南。纲领已经确定，路线业

已明确，行动重如泰山，规划、评估、立法工作是当前全面落实《天

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重中之重。

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是落实《制度方案》各项政策措施

的蓝图，是天然林保护修复目标任务落实落地的实现路径，是指导地

方开展全面保护修复天然林的重要依据和责任单。对天保二期工程实

施方案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国际视野的评估，是向党中央国务院

汇报、向全国人民交卷、向世界阐述中国生态保护理念的重要举措，

及时肯定贡献，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找准差距，为坚持有效政策、

扬弃低效措施、反思执行偏差、优化相关举措、创新监管体制提供科

学支撑，为制定中长期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和重要参考。制定《天然林

保护条例》，是实现天然林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建立天然林

保护长效机制的重要基础，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天保事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天然林保护事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黄河流域各省

区是天然林保护修复的重点区域，要率先落实天然林规划、评估、立

法工作。



2、全面加强天然林保护修复

目前，我国天然林资源基本上分布在大江大河的源头或人迹罕至

的生态脆弱区，90%是天然次生林，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功能不强

仍然是主要问题，急需进行保护修复。

全面保护修复天然林，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抓好黄河流域“大保

护、大治理”要求的重大生态工程，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

流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全面保护、系统恢复、用途管制、权责

明确”的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要求，上下游左右岸全面保护、系统修

复。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难点，

坚持科学治理、推进综合施策，坚持改革创新、完善监管机制的原则，

重点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典型性和完整性。要以天然林的

现状和主要生态系统特征为基点，依据不同类型的天然林及其生态系

统的生长状况和发育阶段，遵循天然林的演替规律和生态系统管理需

求精准施策，全面保护修复黄河流域天然林。

3、全面推进林区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重地，生态保护任重艰

巨，保护修复天然林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最经济手段，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最优途径。

森林生态系统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食物、水、木材以及纤维等方

面的有形产品，还能够在调节气候、净化水质、减少疾病等方面提供

调节服务；在提供消费、娱乐、美学享受以及精神收益等方面提供文

化服务；在土壤形成、光合作用以及养分循环等方面提供支撑服务。

因此，我们不仅要全面了解和认识森林的作用，还要充分发掘天然林

的服务功能和价值，抓住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的转型之机，主动满足现

代社会人们近水亲山、回归自然的绿色情怀，发挥资源环境优势，用

第三产业的理念打造第一产业，引领林区高质量发展。

4、全面巩固山区脱贫攻坚成果

因自然条件、历史等原因，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特

别值得重视的是，黄河上中游地区和下游滩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



中的地区，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有 5 个涉及黄河流域，有

些地方出现了少数民族聚集区和贫困区交织重合现象。天然林保护修

复事业不仅有效缓解了当代人类正在透支后代人的生活资源及贫困

代际传递问题，而且通过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投入和森林管护生

态护林员的聘用，为精准脱贫注入了巨额资金并建立了稳定机制。

黄河流域孕育了三秦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从仓颉造字到

李斯统一文字再到许慎的《说文解字》；从四大发明到天文历法、数

学、医学、农学、地理学、水利等古代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成果都在

这里诞生。这些文化资源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开展

国民教育和旅游的珍贵遗产。黄河流域独特的山水、森林景观，为开

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山区脱贫攻坚提

供了资源优势。通过森林体验、森林游憩、森林康养、生态探秘、生

态驿站、生态教育等基地建设，采取森林认养、森林旅游、森林人家、

森林野趣、森林食品、养生休闲等形式，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并与黄

河文化紧密结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这不仅有助于黄河流域的高质量

发展，更有助于黄河的生态和文化保护。

纵观我国天保工程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天然林保护的实践鲜活

地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验证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不断丰富、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发展事业的不断进步。

廿载天保，百年功德。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贯彻新思想、

履行新使命、扛起新责任、开启新征程，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http://www.forestry.gov.cn/2020-09-08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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