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单位：中共宁德市蕉城区委党校

理论14
2024年12月6日 星期五
编辑：刘小婷 美编：凡星
投稿邮箱：ahkjbll@163.com

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的重大意义和实践启示
雷思鋆

摘要：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作

为党的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重要原创性成

果和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的

宝贵思想财富，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与自然关系科学论述最新的继承和发

展，而且也是对我们党坚持生态为民宗旨

使命的不懈追求的鲜活写照。宁德是传

承和践行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的

先行区之一，本文通过探讨森林“三库＋

碳库”重要理念的重大意义、宁德实践以

及其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旨

在帮助党员干部牢牢把握森林“三库＋碳

库”重要理念，积极推进森林资源的价值

转化，加快抒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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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

设提高到“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来，并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幅提升生态治

理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实践成果，2024 年是森林“三库”重

要理念提出 35 周年，森林“三库＋碳库”

重要理念作为当前生态文明领域的重要

原创性成果，不仅是我国在环境保护和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始终牢牢坚持人民

主体观的生动体现，而且对我国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的重

大意义

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的产生，

体现了党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关

注与思考，其阐述的观点也是对森林与生

俱来的生态价值和环保价值，以及潜力巨

大 的 经 济 价 值 和 安 全 价 值 的 深 刻 总 结 。

可以说，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是党

的领导人以一种超前的眼光，对我国在开

发和利用森林资源方面作出科学谋划的

思想理论[1]，对我国在生态改善、经济发

展、粮食保障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也充

分彰显了我们党不断推动绿色生态造福

于民的信心和决心。

（一）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的改善

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中指出

“森林是水库”，强调森林具有调蓄水量和

生态涵养的重要功能，对于减少山地区的

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洪涝灾害具有预防

和抵御作用。以龙岩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工作为例，过去的长汀是一片荒山秃岭，

水土流失形势严峻，在国家和当地政府的

支持下，长汀通过多种水土流失恢复方式

的尝试和探索，整个地区的水土流失工作

实现了飞跃，长汀成为全国知名的生态强

县，后来“长汀经验”的总结提炼，也为我

国其他省份共同推动实现“努力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提

供了理论和现实的重要参考。“森林是碳

库”这一个观点，是 2022 年提出来的新论

断，是对原有森林“三库”重要理念的延伸

和发展。同时，这一科学理念，是党的领

导人在面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备受关注

的大背景下，针对我国提出“双碳”战略目

标的具体实施措施作出的深刻思考与重

要论断，有助于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为共建美丽

清洁新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二）有助于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森 林“ 三 库 ＋ 碳 库 ”重 要 理 念 认 为

“森林是钱库”，强调森林所蕴含的经济

价 值 。 森 林 所 带 动 发 展 的 林 业 产 业 ，横

跨 第 一 、二 、三 产 业 ，覆 盖 面 广 、产 业 链

长、融合性强。发展好林产业，并持续努

力 建 立 健 全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 ，是

推动我国山区和林区居民不断迈向共同

富 裕 的 金 点 子 、好 方 法 。 这 种 将 林 地 看

作是可以带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山银

山 ，将 开 发 林 业 资 源 作 为 一 种 战 略 问 题

来重视的观点，在书籍《摆脱贫困》中，就

有过“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

候 闽 东 就 富 裕 了 [2]”这 样 形 象 的 描 述 。

“森林是钱库”这一论断，可以说也为后

来“ 两 山 论 ”的 提 出 奠 定 了 理 论 上 的 准

备。针对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 ，如 何 利 用 森 林 的 生 态 优 势 为 当 地 的

经 济 发 展 创 造 有 利 条 件 这 些 问 题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宁德市周宁县后洋村黄振

芳 就 曾 通 过 造 林 带 领 当 地 村 民 脱 贫 致

富。《摆脱贫困》书中的调查报告《弱鸟如

何 先 飞 —— 闽 东 九 县 调 查 随 感》中 就 有

对 黄 振 芳 家 庭 林 场 进 行 过 撰 写 。 后 来 ，

黄振芳林场通过发展“林下经济”等来发

展林产业，不断创造经济收益，这也是森

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所提倡的“森

林是钱库”观点的生动诠释。

（三）有益于做好粮食安全的保障

粮 食 安 全 是“ 国 之 大 者 ”，森 林 就 是

天 然 粮 仓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中 央 领 导

人 多 次 阐 释 粮 食 安 全 的 极 端 重 要 性 ，多

次 强 调 要 做 好 粮 食 生 产 工 作 ，牢 牢 把 住

粮 食 安 全 主 动 权 ，并 提 倡 以 多 途 径 开 发

食 物 资 源 ，为 粮 食 安 全 保 驾 护 航 。 森 林

“三库＋碳库”重要理念中强调“森林是

粮库”，指出了森林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的重要意义。森林中的经济林作为非

木 质 林 产 品 的 重 要 生 产 者 ，能 够 为 人 类

提 供 直 接 或 间 接 的 食 物 ，这 样 不 仅 有 助

于丰富餐桌，也能够增加收入来源，让中

国 人 的 饭 碗 端 得 更 牢 ，具 有 重 要 的 民 生

价 值 。 2023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提 出 要

“树立大食物观”，我国拥有众多的森林，

待 开 发 和 应 用 的 空 间 和 潜 力 巨 大 ，对 于

践 行 大 食 物 观 ，保 障 我 国 粮 食 安 全 具 有

重大意义。

二、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的生

动实践——以宁德市为例

森林“三库”的重要理念最早正是在

宁德提出来的，可以说，宁德就是森林“三

库＋碳库”重要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实践

地，《摆脱贫困》一书中的《 闽东的振兴在

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

略问题》文章就曾直接指出：“森林是水

库、钱库、粮库，这样说并不过分[2]。”宁

德作为传承和践行森林“三库＋碳库”重

要理念的先行区之一，近年来，宁德地区

在经济上从摆脱贫困大步迈向乡村振兴，

并始终坚持以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

念为实践指引，坚持绿色发展，科学合理

地不断加强和改进爱林护林、造林用林的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持续加快推进宁德创

新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

（一）多方位保护森林资源，保障森林

“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功能

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利用无人机等人

工智能新技术，推深做实森林资源监测与

保 护 工 作 ，确 保 每 片 森 林 巡 到 位 、管 到

位。同时，发挥公检法机关在森林资源保

护中的职能作用，推动建立“林长+法院院

长”“检察长”“警长”等机制，有效加大生

态执法力度，依法打击涉林违法犯罪。全

力做好林业防灾减灾工作，在福建率先实

施森林防火“三网一中心”“以水灭火”试

点，坚决杜绝重特大森林火灾和林业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如今，宁德市森林覆盖率

位列全国大陆沿海设区市第一，而且连续

三年入榜“中国绿都”。

（二）着 力 提 升 森 林 质 量 ，夯 实 森 林

“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基础

在 推 进 闽 东 森 林 城 市 群 建 设 的 过 程

中，坚持以花化彩化美化、增绿增质增效，

抓好全市绿化提升工作，实施松林改造提

升行动和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以

福鼎市为例，2022 年，该地试点全国首单

红树林蓝碳生态保护保险，为全市红树林

保护区提供 1875 万元损失风险保障。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生物安全管

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3]”，2023 年，宁德

市提前 8 个月完成福建省政府下达的“生

态杀手”互花米草除治任务，除治速度在

福建省遥遥领先。

（三）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着力发挥森

林“钱库”“粮库”“碳库”作用

以“一县一品一特色”林下经济为抓

手 ，带 动 乡 村 经 济 发 展 。 宁 德 林 下 经 济

经营总面积达 120.99 万亩，产值 41.54 亿

元，例如，宁德福鼎黄栀子产量占到全国

80%以上的市场份额。积极发挥森林“粮

库”功能，以油茶产业为例，福安市范坑

乡 墩 头 村 曾 创 下 产 油 5.67 万 斤 、平 均 亩

产油 21.75 公斤、大面积单产全国之最的

纪 录 。 依 托 森 林 资 源 优 势 ，宁 德 地 区 不

断 探 索 林 业 碳 汇 新 模 式 ，在 全 国 首 创

《“ 红 色 + 碳 汇 ”（县 域）生 态 产 品 评 估 方

法 学》。 2024 年 5 月 ，推 出“ 林 e 贷 ”，例

如 ，黄 振 芳 家 庭 林 场 被 获“ 林 e 贷 ”银 行

授信 300 万元[4]。

三、森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对当

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持 续 把 握“ 三 库 ＋ 碳 库 ”重 要 理

念 的 根 本 前 提 ，提 升 造 林 护 林 成 效 ，守 住

森林资源

森林是“三库＋碳库”重要理念的根

本前提和实践上的客观基础。要践行森

林“三库＋碳库”重要理念，推动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首先就离不开森林资源，因

此要坚持保护森林、植树造林，守住森林

资源。一是要提高林业战略定位。从观

念上着手，将森林“水库”“钱库”“粮库”

“碳库”四大价值理念作为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开展造林护林

等工作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二是要提升

造林复绿成效。坚持森林培育经常化和

科学化，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工作，科学种

植树木，同时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

以系统化生态治理为导向，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科学

地造林与绿化。三是要强化森林管护水

平。持续深化“林长制”，扩大巡林护林力

度，推进森林资源管护全域化，同时加大

“数字赋林”技术的运用，促进人防与技防

更加地紧密结合，进一步推进森林资源管

护智能化，不断健全森林防火、防砍伐相

关工作机制。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通

过统筹和整合当地专业技术人员和执法

骨干人员力量等方式，推动弥补或缓解执

法 队 伍 编 制 不 足 、人 员 配 备 不 到 位 等 问

题。加大对林业站、执法队、护林员“三支

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履职监督力度，进一

步教育引导和督促相关人员遵守执法纪

律、严明执法程序、规范执法方式，不断提

升执法水平，着力建立多支人手充足、装

备齐全、执法高效的行政队伍，进一步充

实和完善林业执法体系，加大护林成效。

（二）持 续 坚 持“ 三 库 ＋ 碳 库 ”重 要 理

念 的 指 导 方 针 ，完 善 林 业 治 理 体 系 ，大 力

提升林业质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

的奋斗目标。人民对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的 需 要 ，也 是 社 会 主 义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要目标。要践行森林“三库＋碳库”的

重要理念，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 绿 色 发 展 ，提 升 林 业 质 量 水 平 是 关

键。一是要全力做好森林的病虫害防治

工 作 。 加 大 森 林 病 虫 害 防 治 宣 传 力 度 ，

普 及 防 治 知 识 ，同 时 严 格 执 行 森 林 病 虫

害 防 治 法 规 ，积 极 开 展 森 林 病 虫 害 预 防

和 除 治 ，减 少 森 林 疾 病 等 的 发 生 。 尤 其

要 持 续 开 展 松 林 改 造 提 升 行 动 ，提 高 森

林质量。二是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支撑

能 力 。 坚 持 数 量 与 质 量 并 重 ，聚 焦 关 键

领 域 和 关 键 环 节 ，积 极 争 取 相 关 资 金 项

目的支持，狠抓林业科技攻关，着力提升

森林质量。三是进一步加快推进林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推动构

建 联 合 多 个 部 门 的 森 林 共 建 格 局 ，不 断

改 进 森 林 服 务 保 障 措 施 ，共 同 推 动 实 施

森林质量提升工程，优化森林资源结构，

助推森林质量提升。

（三）持 续 汲 取“ 三 库 ＋ 碳 库 ”重 要 理

念 的 生 态 智 慧 ，推 动 林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加

快森林价值转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三库＋

碳库”重要理念中森林“钱库”这个经济价

值，必须通过把森林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才能得以实现，这样生态产业化的

过程，也可以大力促进森林“粮库”“碳库”

等其他功能的发挥。因此，践行森林“三

库＋碳库”重要理念，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

林产业提质增效，加快森林价值转化[5]。

一是要优化林业审批服务。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涉林手续审

核审批，保障项目用林需求。二是要持续

深入推进林业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林业重

点领域改革，持续抓好重点生态区位商品

林赎买改革。加快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

体，推进集体林业适度规模经营，创新林业

投融资机制，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促进

林农增产增收，发挥森林“钱库”作用，助力

乡村振兴。三是要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盘

活用好森林资源，科学优化林下经济产业

布局，有序扩大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模，推

动林下经济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同时不断增加林下产品有效供给，进一步

挖掘森林“粮库”优势潜力。四是积极构建

森林碳汇市场。明晰对林业碳汇交易的认

识，探索完善森林碳汇交易机制，推动碳汇

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用好森林“碳库”功

能。五是推进形成多领域产业融合新业

态。大力打造森林旅游品牌，推行森林人

家、森林康养等项目建设，促进林业与旅

游、文化、医疗等行业创新融合，延伸林业

产业链条，提升林业产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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