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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暨《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研讨会上的

发言-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宋希斌  

2006-03-01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访问次数:   作者：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 

上午好!作为一名基层林业工作者，有机会参加这样高层次的研讨会，深感

机会难得、十分荣幸。刚才，听了各位专家和学者的发言，使我深受启发。下

面，就《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的学习，并结合我所工作的黑龙江省大

兴安岭林区的实际情况，讲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学习《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的几点体会 

这本书出版后，我进行了认真的研读，总的感觉这本书立意高远，架构清

晰，论证严密，信息丰富。对书中论述的内容，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牢固

了一些基本的理念：一是生态文明是包括经济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

二是传统的牺牲生态、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只能越走越窄；三是坚持生

态优先，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势在必行；四是实施正确的生态治理方

略和对策，遏止生态退化，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是完全可能的。我认为，这本

书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印证了我们在推进林业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一

些做法，而且从理论的高度回答了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它所

阐述的有关生态治理的对策及保障措施，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态建设具有很强的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二、大兴安岭林区生态建设的背景及实践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的重点国有林区和天然林的主要分布区，也是

我国惟一的寒温带针叶林群落和天然的生物基因库，有林地面积658.7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79%。大兴安岭的生态地位和作用非常特殊，它不仅是东北松嫩平

原、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黑龙江、嫩江两大水系的重要水源涵

养地，对维系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

其社会属性远重于经济属性，这也是从林业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建设急需木材，大兴安岭被定位为国家的商品材生

产基地，在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由于森林过度开发，南部林缘向北退缩140

公里，有林地面积减少了3.3个百分点，成过熟林蓄积由4.6亿立方米下降到1.4

亿立方米。除了森林面积减少和林分质量下降外，大风、暴雨、霜冻等异常天气

频繁，洪涝灾害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专家分析，1998年发生在嫩江的特大洪

水主要与大兴安岭森林过度采伐有关。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我国生态演变

的一个缩影。实践证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只能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而

所付出的生态代价有时甚至是难以弥补的。 

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

有效的保护和可持续经营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1998年，我国投入巨额资金实施了令世人瞩目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林业开始由以

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我们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把生态建

设摆到了突出的位置，为实现森林资源的休养生息，我们紧密结合林区的实际，

提出了“实施生态战略，发展特色经济”的工作思路，围绕生态建设重点做了三

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力保护森林资源。我们以建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为目标，按照“严

管林、慎用钱、质为先”的要求，认真实施分类经营和限额采伐，累计调减木材

产量800.2万立方米，减少森林资源经营性消耗905.6万立方米；建立省级以上自

然保护区9个，保护区面积达118.7万公顷；停止了全境砂金开采和两个林业局的

主伐生产。经过努力，生态建设初现成效，有林地面积增加了40.3万公顷，森林

覆盖率提高了3.9个百分点。 

二是积极发展接续产业。为给森林资源保护提供有效的支撑和保障，我们努

力调整获取经济效益的途径，致力于培育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突出发展具有林

区特色和优势的生态旅游、绿色食品、特色养殖、兴安北药和林产工业精深加工

五大接续产业，逐步减少经济社会发展对木材资源的过分依赖。“十五”期间，

我区五大接续产业平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38.7%。 

三是开展森林资源价值评价。我区经济总量弱小，GDP在黑龙江省的比重不

足1%，但我们承担着保护和管理相当于一个浙江省面积森林的任务。为了衡量森

林的价值以及我们在森林保护和管理中创造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我们聘请

北京林业大学专家对大兴安岭森林的资源价值进行评价，经专家初步核算，大兴

安岭森林每年在固碳贮碳、涵养水源和制氧等方面创造的效益达780亿元，这一

成果为将森林的生态效益纳入绿色GDP核算提供重要的依据。 

尽管我们在生态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

先，我区开发建设以来，一直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政府和社会的支出主要



来源于林业企业。尽管国家在天保工程中每年拨给一定的补助，但仍存在很大缺

口，在接续产业没有培育起来之前，林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比

较突出。其次，大兴安岭林区地处我国最北端的高寒地带，优势树种落叶松成熟

周期长达110年以上。由于林木生长周期长、回报率低，发展私有林难度很大，

而林区自有财力不足，投入到生态建设上的资金也非常有限。再次，我区经济总

量虽小，但保护的这片森林每年产生的生态和社会效益巨大。为此，对重点国有

林区的工作不应只按GDP的增长速度指标来衡量，而是要重新设立一套科学合

理、客观公正的绿色GDP考核体系。 

三、“十一五”期间生态建设的总体思路 

《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的出版和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对这本书全方位、

多角度的解读，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我们将以这

部书的出版和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为契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发展循环

经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为目标，继续坚持“实施生态战略，发

展特色经济”的思路，走出一条既要依托林区多种资源优势把经济发展好，又要

从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出发把森林资源保护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是推进生态建设。增强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以“休养生息战略”为指

导，把森林功能的多样化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森林资源的经

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之间的关系，不折不扣落实国家限产政策，加强自然保

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坚决控制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项

目；加快对俄森林资源开发步伐，实现传统产业战略外移，减少对本区森林资源

的消耗；以“建立多元化的生态治理投入体系”为指导，积极争取国家的、国外

的和民间的资金，做好森林资源的培育。 

二是加快经济转型。多年的实践表明，单纯地就生态抓生态、就产业抓产业

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抓生态体系建设不忘发挥产业功能，抓产业体系建设不忘兼

顾生态要求，才能巩固和发展生态建设成果。为此，我们将坚持“生态立区、工

业富区、项目兴区”的方针，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通过招商引资全力抓

好工业园区和产业龙头建设，推动生态旅游、绿色食品、特色养殖、兴安北药、

林产工业和矿产开发等接续产业加快发展，早日使林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彻底摆脱

对木材资源的依赖。 

三是深化林业改革。传统的林业管理体制已成为林业生态建设的桎梏。我们

将积极争取政策，推动政企分开，逐步建立起产权清晰，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

结合的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按照“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

考核评价及管理体系”的要求，继续深入做好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价值评价，探

索建立以生态建设为导向和主体的政绩考核体制，争取将大兴安岭列为国家首批

绿色GDP核算试点单位之一。 



   这次研讨会后，我们将充分发挥大兴安岭林学会的作用，通过办一期培训

班、开一次研讨会、写一篇学习心得等措施，在林场、林业局、林业集团公司三

个层面的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对《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的学习与研讨，

将生态治理理论与我区生态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林区生态建设工作再上

新的台阶。 

最后，我代表54万林区人民诚挚邀请与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莅临大

兴安岭考察调研、旅游观光，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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