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青水绿民更富 秦巴腹地展新颜

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农民的“致富工程”，林业的“希望

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点生态工程。20 年来，

地处秦巴腹地的竹山县扎实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特别是十

八大以来，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始终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升了绿水青山“颜

值”，实现了金山银山“价值”，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走

出一条“百姓富、生态美、产业兴”的绿色发展之路。

竹山县城被青山绿水环抱

砍树人变护林人

1999 年，全国启动天然林保护一期工程，竹山县政府先



后制定出台了《竹山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竹

山县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全面禁止天然林采伐，所有森

工企业全部关停，557 名伐木工人放下斧头油锯，200 多名

工人转变了角色，拿起锄头成为了国有林场植树人、护林人，

全县 300 万亩天然林得到有效保护。

栽植天然林保护宣传牌

2011 年，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启动后，竹山县每年管护

森林面积达 204.49 万亩，180 多万亩生态公益林纳入生态管

护补偿范畴，全县每年有 418名专兼职护林员专职护林防火。

自 2017 年以来，连续 5 年累计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

护林员 10015 人，通过充分发挥生态护林员巡山防护、护林

防火作用，强化对森林资源管护管理。据统计，1999 年以来，

竹山县累计完成公益林建设任务 55.7 万亩，其中封山育林



46.9 万亩，人工造林 3.6 万亩，飞播造林 5.2 万亩，完成国

有林场中幼林抚育 12 万亩，森林质量进一步提升。

生态护林员巡山护林

生态效应持续释放

20 年来，我县通过持续造林绿化和强化森林管护，不断

加大天然林保护工程力度，筑牢了鄂西北秦巴腹地生态屏

障，夯实了林业发展基础，全县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增强，

森林资源质量得到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18

年，竹山县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

环境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2.8%。堵河出境流量年均超过 62

亿立方米。截至 2020 年底，我县森林覆盖率 67.59%，森林

蓄积量 1505.28 万立方米。



天保工程以来成林的森林

切实加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

地的保护力度，堵河源自然保护区创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九女峰森林公园创建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圣水湖湿地公

园创建为国家级湿地公园，深河乡大百川、白玉垭林场创建

为省级森林公园。这些园区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20%以上，园

区内有大量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和特有物种，被誉为“动

植物基因库”“综合百科全书”和“天然绿色水库”，成为

竹山的“生态名片”。2020 年，我县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共拍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6多种，

包括羚牛、黑熊、猕猴、斑羚、鬃羚、黄喉貂红腹锦鸡、红

腹角雉、勺鸡、松雀鹰、灰林鸮、斑头鸺鹠、凤头鹰等。



我县堵河源国家级保护区发现的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
（依次为羚牛、黑熊、鬃玲、黄喉貂）

绿了山林富了民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我县丰富的森林资源正逐渐

转化为生态资本，“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源源不

断地释放出绿色红利，越来越多老百姓从生态环境这个最普

惠的福祉中获利增收，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幸福感明显增强。“十三五”期间，我县共兑现天保工程管

护资金 18175.5 万元，其中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 10873 万元，

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 3438 万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

林员 3864.5 万元。广大贫困户变身“森林卫士”，通过管

护山林，享受生态福利，吃上“生态饭”，实现了增绿与增

收的双赢。



林特产业拓展致富路

描绘幸福新画卷

我县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持续推

进天然林保护工程为抓手，以绿色为生态底色，以乡村振兴

为着力点，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深度融合林旅产业，大力

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林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推动

林业三产融合，绘就一副生态优美、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的

美丽竹山新画卷。

竹山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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