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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基 底
树起绿色丰碑，山川披上
“绿被子”

绿色是重庆的最大特色、发
展底色，生态是重庆最大资源禀
赋。

近年来，我市深学笃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强化“上游意识”，以实
施退耕还林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
让重庆更好地绿起来、持续地美起
来。

据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 2000年启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以来，截至去年底，我市已累计下
达退耕地还林任务1262.5 万亩，涉
及全市38个区县（经开区）、337万

户农户、1072 万人，累计投入资金
近 336亿元，为构建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发挥了支撑作用。

随着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
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生态环境得到
显著改善。截至2019年底，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到50.1%，较工程启动前
增长了27个百分点。

退耕还生态，还出绿水青山。根
据《重庆市2018年度退耕还林工程
生态效益监测报告》，重庆退耕还林
工程年涵养水源总量达 43亿立方
米，年固土量 1.6 亿吨，年滞尘量
1468.5 万吨，年吸收大气污染物量
3.3万吨，年固碳量302.4万吨，年释
氧量644.4万吨，年保肥总量785.5万
吨，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量达
1257亿元……

筑牢生态底色，我市正绘就一幅
绿水青山的新图卷。

兴 产 业
建起绿色银行，产业成了
“钱罐子”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不仅改善
了我市生态环境，同时也调优了产业
结构，绿色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近年来，我市在坚持生态优先的
同时，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
重点、形成特色的原则，紧紧抓住退
耕还林机遇，充分征求农户意愿，加
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将其作为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巩固退耕还林成
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据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全市依托退耕还林，已培育一
批特色产业林业区县，建起优势特色
产业基地1000万亩，其中柑橘近380
万亩、花椒160多万亩、笋竹120多

万亩、核桃100多万亩、油茶近100
万亩。“森林康养”等生态休闲旅游业
发展也得到蓬勃发展，与之相关的生
态文化产品不断涌现。

如今，随着产业发展，江津和酉
阳的花椒、荣昌的笋竹、黔江的蚕桑、
忠县的柑橘、奉节的脐橙、巫山的脆
李、梁平的笋竹、城口的核桃、潼南的
柠檬、酉阳和秀山的油茶等已成为我
市退耕还林产业发展的代表，奉节脐
橙和巫山脆李更是成为了当地新的

“代言人”，一张新的名片面向市场、
走向全国。

退耕兴产业，还出“金山银山”。
据统计，截至目前，退耕还林产业基地
实现收入65亿多元，发展退耕还林特
色乡村旅游实现收入23亿多元，林下
种植养殖业实现收入18亿多元。

兴盛林业产业，我市正展现一派
生态田园新风景。

强 实 效
织起绿色保障，口袋装满
“红票子”

既要建设绿色生态，又要兴盛乡
村产业，还要帮助农民摘掉贫困帽
子，这才是退耕还林的根本目的。

近年来，我市始终以人民利益为
根本出发点，将生态建设与精准扶贫
有机结合，以促进贫困户增收为目
标，将退耕还林实施贯穿于脱贫攻坚
全过程，助推全面小康建设。

据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2019年，全市共下达“14+4”个贫困
区县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494.5万亩，
占全市总任务的82.2%。在“输血”效
应上，新一轮退耕还林共涉及贫困农户
16万多户，受益贫困人口近55万人，
市级以上投入资金68亿元，其中45亿
元用于直补农民；在产业带动上，仅
2016年－2018年，“14+4”个贫困区
县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的贫困户达
10.6万户，实现了栽植经济林获直接收
入1280多万元，林下养殖、种植获收入
1270多万元。同时，通过退耕还林，贫
困群众还获得劳务收入近1.2亿元。

“参与退耕还林的绝对贫困、相对
贫困和一般农户中，退耕收入在绝对贫
困农户中的占比更高，工程对低收入农
户的贡献更大，对低收入农户具有明显
的收入提升效应。”上述负责人表示。

退耕还林，还富于民。据了解，
自退耕还林实施以来，我市已向退耕
农户累计发放退耕还林补助资金近
235亿元，户均补助近7000元，人均
补助2200元。

一组组民生数字，我市正交出一
份份暖心答卷。

如今，遍访巴渝，山川披上“绿被
子”、产业建成“钱罐子”、群众口袋装
进“红票子”，退耕还林正让巴渝大地
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贺玲 王琳琳 唐楸
图片由重庆市退耕还林管理中心提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退耕还林让巴渝大地尽展绿色华章

当下，漫山遍野的巫山脆李为巫峡染
上了诱人的翠绿，也为巫山人带去了丰收
的喜悦。

曲尺乡是巫山最早发展脆李种植的

乡镇。依托退耕还林，该乡种植巫山脆
李2万余亩，其中，达到丰产期的1.7万
亩，可实现产量 1.5 万吨，产值达 2.4 亿
元，为全乡贫困群众户均增收1.3万元，
助力贫困人口801户 2947人稳定脱贫
摘帽，实现了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

地处巫峡北岸的两坪乡华家村同样
也享受到了退耕还林带来的生态红利。
2014年，华家村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
程，发展巫山脆李2000余亩。按照“龙头
企业+基地+贫困户”模式，通过土地租
赁、作价入股、经营权托管、订单农业、技
术承包服务、就地务工等方式增加贫困户
收入，实现了建卡贫困户78户273人全
部脱贫。

得益于退耕还林，藏身大山中的巫山
脆李变成了助力群众脱贫增收的“致富

果”。如今，巫山脆李已成为当地精准扶
贫和乡村经济转型的重要产业支柱。

近年来，巫山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立足自身优势，将巫山脆李作为全
县“1+3+2”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之
首。依托退耕还林政策，采取“单户种
植、联户管理”的模式，由农户分散种植
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化服务队统一管
护转变，实施修枝、打药、施肥的精细化
管护。

依托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巫山县大
力发展以脆李、核桃为主的经果林。目
前，巫山县种植脆李规模达到26万亩，惠
及农民5万户15万余人，带动贫困户1万
多户近3.5万人脱贫。今年，全县脆李产
业预计挂果面积达到10万亩，预计脆李
产量10万吨，实现产值15亿元。

56岁的曾以明是云阳县巴阳镇巴阳
村村民，因病致贫。2014年，曾以明一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巴阳镇大力
发展枇杷和柑橘产业，并充分利用区位
优势和本地特色，推行农旅融合发展，每
年举办一次“枇杷节”，年均游客量达10
万人次。

在村里的指导帮助下，曾以明利用自
己的5亩土地种起了枇杷。如今，曾以明
的枇杷搭上了农旅融合发展的东风，每年
能给他带来5万元-6万元的收入。

依托退耕还林，让贫困群众充分享受
到了生态红利。在云阳，曾以明的经历并
非个案。

近年来，云阳县坚持以生态建设助力
脱贫攻坚。通过大力实施退耕还林，不断
激活绿色力量，托起了群众脱贫增收的希
望。

随着退耕还林、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等项目的实施，云阳县把实施退耕还林
作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发展
特色产业基地，精准扶贫增加农民收入
的重要手段，不断激活绿色力量，托起

了群众脱贫增收的希望。云阳县政府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了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39万亩，2020年全面结
束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的总
目标。

截至2019年，云阳对市级下达的新
一轮退耕还林建设任务39万亩，已完成
37.6万亩，涉及全县41个乡镇（街道）486
个村（社区），其中惠及贫困村162个、贫
困户1.5万户、贫困人口4.3万人，提供就
业岗位2000个，有效助推全县群众脱贫
致富。

走进南川区庆元镇汇龙村，昔日的坡
耕地上，成片的刺黑竹林青翠欲滴，微风
拂过绿浪翻滚，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的
美好画面跃然眼前。

然而，几年前这片竹林还是一片烤烟
地。因烤烟轮种导致田土肥力逐年下降，
渐成沙土，汇龙村生态状况一度堪忧，也
因此陷入贫困。

新一轮退耕还林的春风吹到了汇龙
村，带来了脱贫致富的希望。依托退耕还
林，汇龙村以建设青龙刺黑竹森林公园为
引领，大力发展刺黑竹产业。

基地创新“科研机构+专业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采取“三统一分”的利益连

接机制。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享有入股
分红、竹苗售卖收入分红、务工收入、集体
经济利润分配四重保障，并依托刺黑竹产
业，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发展，为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通过退耕还林，近年来，当地农户直接
享受补贴147.7万元。其中建卡贫困户39
户141人11.6万元。基地带动建卡贫困户
7户、低保户5户，每年收益增加约800元。

汇龙村通过退耕还林发展特色效益
产业实现贫困户脱贫增收的案例，是南川
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实施新一轮退
耕地还林与脱贫攻坚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为助力脱贫攻坚，南川以新一轮退耕

还林为契机，工程建设上，优先满足贫困
乡镇和乡村振兴试验示范村需求，全区
40个贫困村累计下达新一轮退耕还林任
务3.1万亩，占计划任务的21%；

目前，南川区通过退耕还林等造林绿
化工程的实施，已打造了合溪镇2万亩笋
竹基地、德隆镇5000亩古树茶基地、头渡
镇5000亩黄柏基地、环金山湖1万亩晚
熟李基地、南平镇2000亩花椒基地、骑龙
镇1万亩杨梅基地、庆元镇5000亩刺黑
竹基地、古花镇1000亩油樟基地、河图镇
5000亩板栗基地、石溪镇1万亩梨子基地
10大产业基地，新发展森林人家78家、家
庭林场10个。

8月，行走在巴渝大地上，

万树染绿，逶迤叠翠；田间地

头，一排排行道树纵横交织；

长江两岸，一处处退耕还林地

生机盎然。这是我市实施退

耕还林工程、再造秀美山川呈

现出的新景观。

沿着绿意葱茏线条，更可

见梁平明月山上竹海绵延，微

风拂过绿浪翻滚；观奉节高峡

平湖草木葱茏，一江两岸水天

一色；看忠县长江沿线橘林遍

布，助力群众脱贫增收……

葱茏的绿意不仅展现靓

丽底色，更在叙述着一段向绿

水青山要金山银山的生动实

践。

“退出了一片林、染绿了

一座山，火了乡村游、富了一

方民”，全市各地以退耕还林

重塑生态美景，优化产业结

构，带动增收致富的案例不胜

枚举。

近年来，全市林业工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

书记殷殷嘱托，学好用好“两山

论”，走深走实“两化路”，积极

推进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

惠民，坚决守好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最后一道关口”，以

退耕还林工程为突破，将生态

建设和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开

始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扶贫新路子，“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正逐步

成为现实。

南川 围绕农旅融合打造示范基地

巫山 立足山地特色发展高效果林

云阳 激活绿色力量托起增收希望

新一轮退耕还林共涉及贫困
农户 16万多户，受益贫困人口近
55万人，市级以上投入资金68亿
元，其中45亿元用于直补农民。

截至目前，全市依托退耕还
林，已培育一批特色产业林业区
县，建起优势特色产业基地 1000
万亩，实现收入65亿多元，发展退
耕还林特色乡村旅游实现收入23
亿多元，林下种植养殖业实现收入
18亿多元。

重庆退耕还林工程年涵养水
源总量达43亿立方米，年固土量
1.6亿吨，年滞尘量1468.5万吨，
年吸收大气污染物量3.3万吨，年
固 碳 量 302.4 万吨，年 释 氧 量
644.4万吨，年保肥总量 785.5
万吨，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量达
1257亿元。

区县亮点

相关数据

丰都县兴义镇长江村前一轮退耕还林栽植的龙眼树丰都县兴义镇长江村前一轮退耕还林栽植的龙眼树

巫山脆李助农增收巫山脆李助农增收

南川区庆元镇汇
龙贫困村刺黑竹产业
示范基地

退耕还林工程实
施后，云阳县巴阳镇
大力发展枇杷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