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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陇东黄土丘陵沟壑区森林资源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该区域生态修复保护及森林生态

服务功能评估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范式。以泾川县2018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及相关文献资

料为基础,依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选取4方面10个指标构建评估体系,采用市场

价值法、价格替代法等方法,评估陇东黄土丘陵沟壑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结果表明,2019年

泾川县森林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为283
 

600.0万元。涵养水源服务价值最大,占总服务价值

50.76%;文化旅游服务价值最小,占总服务价值的0.002
 

5%;生态林以涵养水服务价值为主,经济

林以供给服务价值为主,生态林年服务功能价值为经济林的3.8倍。涵养水源、固碳释氧、产品供

给3种价值占总服务价值的80.21%,是主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因地制宜营造培育混交林,加

强现有林分修复改造、提升森林资源质量、创新经营策略成为该区域森林资源管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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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of
 

forest
 

resources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areas
 

of
 

Longdong
 

(Eastern
 

Gansu),to
 

provide
 

a
 

popular
 

and
 

replicable
 

paradigm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pro-
tection

 

and
 

forest
 

ecological
 

service
 

evaluation
 

in
 

this
 

region.Based
 

on
 

the
 

second-class
 

forest
 

resource
 

sur-
vey

 

data
 

of
 

Jingchuan
 

County
 

in
 

2018
 

and
 

related
 

literature
 

data,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est
 

Eco-
system

 

Service
 

Function
 

Evaluation
 

Specification"
 

of
 

China,10
 

indicators
 

from
 

4
 

aspects
 

were
 

selected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Methods
 

such
 

as
 

market
 

value
 

method
 

and
 

price
 

substitution
 

method
 

were
 

adopted
 

to
 

conduct
 

the
 

evalu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service
 

value
 

of
 

the
 

forest
 

ecosystem
 

in
 

Jingchuan
 

County
 

in
 

2019
 

was
 

283.600
 

0
 

million
 

yuan.The
 

service
 

value
 

of
 

water
 

conservation
 

was
 

the
 

lar-
gest,accounting

 

for
 

50.76%
 

of
 

the
 

total;
 

the
 

cultural
 

tourism
 

service
 

value
 

was
 

the
 

smallest,accounting
 

for
 

0.002
 

5%
 

of
 

the
 

total;
 

ecological
 

forests
 

were
 

mainly
 

based
 

on
 

the
 

value
 

of
 

water
 

conservation
 

serv-
ices,non-timber

 

forest
 

was
 

dominated
 

by
 

the
 

value
 

of
 

supply
 

services,and
 

the
 

annual
 

service
 

function
 

of
 

ec-
ological

 

forests.The
 

ecological
 

value
 

was
 

3.8
 

times
 

of
 

the
 

non-timber
 

forest.The
 

three
 

values
 

of
 

water
 

con-
servation,carbon

 

fixation
 

and
 

oxygen
 

release,and
 

product
 

supply
 

accounted
 

for
 

80.21%
 

of
 

the
 

total
 

service
 

value,which
 

were
 

the
 

main
 

values
 

for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The
 

key
 

tasks
 

of
 

forest
 

resource
 

manage-
ment

 

in
 

the
 

region
 

were
 

suggested:to
 

build
 

and
 

cultivate
 

mixed
 

forest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trengthen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forest
 

stands,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est
 

re-
sources,and

 

innovate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Jingchuan
 

county;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s;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value
 

assessment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森林生态系

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森林生态系统作为陆地最大

的生态系统,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

愿望[1],也在维持生态平衡、修复生态环境和全球生

命支持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2]。我国科学家对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成果。薛沛沛等[3]、王兵等[4-5]对我国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及价值做了系统的研究,同时设计了其价

值化实现路径,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供了理

论基础。陇东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处我国西北半干旱

区,是国家开展生态保护、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及

生态修复试验的重点区域[6-8],生态地位极其重要,
总面积约1

 

755
 

100
 

hm2。泾川县位于陇东黄土丘

陵沟壑区西南部,总面积为146
 

130
 

hm2,占陇东黄

土丘陵沟壑总面积8.33%。境内山、川、塬兼有,沟、
峁、梁相间,是陇东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典型代表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环境和农垦活动的影响,致使

该区域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植被结构简单,刺槐生态

林和苹果经济林是该区域主要的植被类型。
关于黄土高原区域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评估前人已有研究[9-12],但主要集中在局部森林生

态林方面,将果树经济林和生态防护林系统结合,而
对其生态服务功能分析研究则鲜有报道。加之陇东

黄土丘陵沟壑区是典型的雨养农业区域,果树经济

林在森林资源中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将经济林纳入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

依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以泾川县2018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

数据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对典型区域森林生态服

务功能价值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周边类似地区森

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和生态修复保护提供可推广、
可复制的范式。

1 研究区概况

泾川县地处甘肃东部,秦陇交界处。地理坐标

位于107°15'-107°45'E,35°11'-35°31'N,东接陕

西省长武县,南邻灵台县,西与崆峒区毗邻,北接庆

阳市镇原县,东西长57
 

km,南北宽36
 

km(图1)。
属暖温带半干旱区,大陆性气候显著,该县年均气温

10.0
 

℃,年均总积温3974.1.4
 

℃,年均无霜期174
 

d。县内年均降水量555.0
 

mm,冬春降雨少,主要

集中在7-9月;年均蒸发量1
 

181.6
 

mm;平均相对

湿度69%;年均干燥度2.13。地貌分为破碎塬区、
河谷川区、丘陵沟壑区三大类型,土壤类型主要为黄

绵土。泾河、汭河等黄河二、三级支流穿城而过,水
能资源丰富。境内森林植被主要由生态林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和商品经济林苹果(Malus
 

pumila)组成。通过2018年泾川县林业局采用

“3S”技术调查解译得出,刺槐生态林和苹果经济林

分别为56
 

678.15
 

hm2 和12
 

321.20
 

hm2,生态林主

要分布在丘陵沟壑区、经济林则分布在破碎塬区(图

2)。其他乔木树种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
油松(Pinus

 

tabuliformis)、山杏(Armeniaca
 

sibiri-
ca)、新 疆 杨 (Populus

 

alba),灌 木 树 种 山 毛 桃

(Amygdalus
 

davidiana)、文 冠 果 (Xanthoceras
 

sorbifolia)、酸枣(Ziziphus
 

jujuba
 

var.spinosa)等
仅有少量分布;人工林下草本植物主要有灰灰菜

(Chenopodium
 

album)、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铁杆蒿(Artemisia

 

vestita)等。

图1 研究区位置

Fig.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2 泾川县生态林及经济林位置分布

Fig.2 Location
 

map
 

of
 

ecological
 

forest
 

and
 

non-timber
 

forests
 

in
 

Jingchu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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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森林资源数据来源于泾川县林业局2018年森

林资源二类调查;包含森林面积及分布。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权威机构和各类网站

发布及《泾川县统计年鉴2019》的共享数据[12]。部

分评估参数来源于同类研究采用参数[13-14],主要数

据如下:1)水库库容造价依据2008年《中国水利年

鉴》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为6.11元/t,修正系数

每年按2%计算,2019年单位库容造价为7.58元/

t,当地居民用水价格为3.0元/t,当地挖运1.0
 

m3

土方的平均费用为5.5元。2)净化大气及污染物费

用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排污费征收标准及

计算方法》的相关收费标准,二氧化硫及粉尘治理费

用分别为0.6元/kg和170元/t。3)固碳价格依据

碳税率折合人民币1
 

200元/t;氧气价格选取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氧气平均价格1

 

000
元/t。4)2019年当地苹果市场收购平均价格为2.6
元/kg,泾川县苹果产量为18

 

250
 

kg/hm2。5)磷酸

二铵含N量为14%,含P量为15%、氯化钾含K量

为50%;依据《中国农业信息网》2019年化肥平均价

格,氯化 钾 价 格 为2
 

650元/t、磷 酸 二 铵 价 格 为

2
 

725元/t、有机质价格为620元/t。6)生物多样性

保护价值依据同类研究文献:当S在1~2时,林分

单位面积年物种损失机会成本为5
 

000元/(hm2·

a),林地生态系统当量价值为0.41万元/hm2。
森林生态监测数据来源于泾川县官山林场气象

站多年观测及设置的3个典型样地实测计算均值;
其中林分单株生物量参考程积民等[15]在泾川县研

究构造的生物量方程计算所得,生物多样性指数

(Shannon-Wiener)通过样方植物多样性调查计算

求得。数据整理见表1。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
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泾川县森林资源刺槐生

态林和苹果经济林占主导地位的特点,选取森林资

源生态服务功能中支持服务、调节服务、供给服务、
文化服务4个方面7项功能10个指标,构建了黄土

丘陵沟壑区泾川县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体系,采
用价值替代法、影子工程法、生态价值法及意愿支付

法等定量计算的方法进行典型区域森林生态服务价

值评估。由于现行的林业政策,生态公益林严禁采

伐(限伐),因此本研究中只对经济林林副产品供给

服务价值做了研究评估,生态林林副产品供给服务

价值不在核算内。泾川县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值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见表2。
表1 泾川县森林资源类型相关生态参数

Table
 

1 Ecological
 

parameters
 

related
 

to
 

forest
 

types
 

in
 

Jingchuan
 

county

森林类型
面积/
hm2

降水量/
mm

蒸散量/
mm

林分年
净生产力/

(t·hm-2·a-1)

土壤容重/
(t·m-3)

土壤氮元素
平均含量/
(g·kg-1)

土壤磷元素
平均含量/
(mg·kg-1)

土壤钾元素
平均含量/
(mg·kg-1)

土壤有机质
平均含量/
(g·kg-1)

X2-X1
t/

(hm2·a-1)
刺槐生态林 56

 

678.15 555.00 333.0 4.53 1.26 1.42 4.66 153.34 22.79 33.0
苹果经济林 12

 

321.2 555.00 471.8 1.75 1.21 0.67 11.50 189.00 12.00 14.19

3 结果与分析

3.1 泾川县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结果

根据上述数据及评估方法,计算得到泾川县森

林资源保育土壤、涵养水源、净化大气、固碳释氧、林
副产品供给、物种保育、森林康养等7项生态服务功

能价值量结果(表3)。由表3可知,泾川县2019年

森林生态总服务功能价值为283
 

600.0万元,相当

于泾川县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132
 

205万元的

2.15倍[12]。其中保育土壤功能服务价值为9
 

255.3
万元,涵养水源服务功能价值为143

 

969.2万元,净
化大气功能服务价值为12

 

362.4万元,固碳释氧功

能服务价值为48
 

427.6万元,林副产品供给价值为

35
 

078.5万元,物种保育价值为34
 

499.7万元,是
泾川县2019年农林牧渔生产总值83

 

988.90万元

的41.08%,森林康养价值为7.3万元,仅占泾川县

2019年林业总产值1
 

154.22万元的0.63%[12]。

3.2 泾川县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结果分析

从生态服务功能类型来看,泾川县森林生态服

务功能价值中涵养水源服务功能价值排第一,为

143
 

969.2万元占总服务价值50.76%;其次为固碳

释氧功能服务价值48
 

427.6万元,占总服务价值

17.08%;森林康养服务价值最小为7.3万元,仅占

总服务价值的0.002
 

5%。由图3可知,7项生态服

务功能价值中涵养水源价值、固碳释氧价值、产品供

给服务功能价值排在前3位,占泾川县森林生态服

务功能价值总量的80.21%,表明这3项功能是泾

川县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主导服务功能。泾川县森

林生态功能服务价值量排序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

>产品供给>物种保育>净化大气>保育土壤>森

林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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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泾川县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

Table
 

2 Value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in
 

Jingchuan
 

county

服务类型 功能类型 功能指标 评估方法 评估公式
 

参数说明

支持类型 保育土壤 固土 影子工程法 (1)U固土=A
 

C土(X2-X1)/ρ

U固土:年固土价值(元);X1:林地土壤年侵蚀模数

(t·km-2);X2:无 林 地 土 壤 年 侵 蚀 模 数(t·

km-2);ρ:林地土壤容重(t·m-3);C土:挖运单位

体积土方所需费用(元·m-3);A:林分面积(hm2)

保肥 市场价值法
(2)U保肥 =A(X2-X1)(NC1/
R1+PC1/R2+KC2/R3+MC3)

U保肥:年保肥价值(元);N、P、K:林分土壤土 N、P、

K均量(%);C1:磷酸二铵肥料价格(元·t-2);
R1:磷酸二 铵 含 氮 量(%);R2:磷 酸 二 铵 含 磷 量

(%);C2:氯化钾肥料价格(元·t-2);R3:氯化钾

含钾量(%);M:林分土壤有机质均量(%);C3:有
机质价格(元·t-2);A:林分面积(hm2)

调节服务 涵养水源
调节水量
净化水质

价值替代法
价值替代法

(3)U调节=10AC库(P-E)
(4)U水质=10AK水(P-E)

U调节:林分年调节水量价值(元);C库:水库库容造

价(元·m-3);P:林分年降水量(mm);E:林分年

均蒸散量(mm);A:林分面积(hm2);U水质:林分年

净化水质价值(元);K水:居民用水价格(元·t-1)

净化大气 吸收污染物 价格替代法 (5)U吸收=A(QSO2
P1+

 

Q尘 P2)

U吸收:林分年吸收污染物价值(元);QSO2
:林分吸

收SO2 收均量(kg·hm-2·a-1);P1:林分吸收

SO2成本(元·kg-1);Q尘:林分净化粉尘均量(kg
·hm-2·a-1);P2:林 分 净 化 粉 尘 成 本(元 ·

kg-1);A:林分面积(hm2)

固碳释氧 固碳 价值替代法
(6)U固碳 =A

 

C碳 (0.444
 

5B年 +
F土壤碳)

U固碳:林分年制固碳价值(元);B年:林分年净生产

力(t·hm-2);C碳:固碳价格(元·t-1);A:林分面

积(hm2);F土壤碳:单位面积森林土壤年固碳量(t·

hm-2)

释氧 价值替代法 (7)U释氧=1.19A
 

C氧 B年

U释氧:林分年制氧价值(元);B年:林分年净生产力

(t·hm-2);C氧:氧气价格(元·t-1);A:林分面积

(hm2)

供给服务 直接效益 林副产品 市场价值法 (8)U产品=YiPi
U产品:林分提供副产品价值(元);Yi:第i类林产品

产量;Yi:第i类林产品市场价格

生物多样性 物种保育 生态价值法 (9)U生物=S生物 A
U生物:林分年物种保育价值(元);S生物:单位面积

林分年物种资源保护价值(元·hm-2);A:林分面

积(hm2)

文化服务 森林康养 文化旅游 支付意愿法 (10)U文旅=AP文旅

U文旅:区域内年森林文化旅游价值(元);A:林分面

积(hm2);P文旅:文化旅游价值当量(元/hm2)

表3 泾川县森林资源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统计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physical
 

quantity
 

of
 

forest
 

resources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value
 

in
 

Jingchuan
 

county 万元

林分类型

支持服务

保育土壤

固土 保肥

调节服务

涵养水源

调节水量 净化水质

固碳释氧

固碳 释氧

净化大气

吸收SO2 净化粉尘

供给服务

林副产品
供给

物种保育

直接效益 生物多样性

文化服务

森林康养

文化旅游

生态林 816.4 7
 

980.1 95
 

375.7 37
 

747.6 13
 

831.2 30
 

553.5 602.9 9
 

741.3 0.0 28
 

339.1 6

经济林 79.5 379.2 7
 

770.4 3
 

075.4 1
 

271.7 2
 

771.2 133.1 1
 

885.1 35
 

078.5 6
 

160.6 1.3

小计 895.9 8
 

359.4 103
 

146.2 40
 

823 15
 

102.9 33
 

324.7 736 11
 

626.4 35
 

078.5 34
 

499.7 7.3

总计 9
 

255.3 143
 

969.2 48
 

427.6 12
 

362.4 35
 

078.5 34
 

499.7 7.3

总价值量 283
 

600.0

3.3 泾川县不同林分类型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结果

分析

  泾川县不同林分类型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比

较如 表4所 示,泾 川 县 生 态 林 提 供 服 务 价 值 为

224
 

993.8万元,经济林为586
 

060.0万元,生态林

总服务价值是经济林的3.8倍;在生态林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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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中依然是涵养水源价值最大,森林康养价值最

小,分别为133
 

123.30万元和6.00万元,泾川县生

态林年服务功能价值量大小排序为涵养水源>固碳

释氧>产品供给>物种保育>净化大气>保育土壤

>森林康养;经济林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与生态林

则不同,产品供给服务功能价值最大,森林康养服务

价值最小,分别为35
 

078.50万元和1.30万元,经
济林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大小排序为产品供给>涵

养水源>物种保育>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保育土

壤>森林康养;从林分单位面积森林生态服务功能

价值来看,生态林单位面积服务价值为3.97万元/

hm2,经济林单位面积服务价值为4.76万元/hm2,
单位面积林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经济林>生

态林。

图3 泾川县森林资源不同服功能类型价值

Fig.3 The
 

histogram
 

of
 

different
 

service
 

function
 

types
 

of
 

forest
 

resources
 

in
 

Jingchuan
 

county

表4 泾川县不同林分类型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Table
 

4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table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
 

in
 

Jingchuan
 

county

功能类型
生态林价值量/

万元
比例(%)

生态林单位面积

价值量/(万元·hm-2)
经济林价值量/

万元
比例(%)

经济林单位面积

价值量/(万元·hm-2)

涵养水源 133
 

123.30 59.17 2.35 10
 

845.80 18.51 0.88
固碳释氧 44

 

384.70 19.73 0.78 4
 

042.90 6.90 0.33
产品供给 0.00 0.00 0.00 35

 

078.50 59.85 2.85
物种保育 28

 

339.10 12.60 0.50 6
 

160.60 10.51 0.50
净化大气 10

 

344.20 4.60 0.18 2
 

018.20 3.44 0.16
保育土壤 8

 

796.50 3.91 0.16 458.70 0.78 0.04
森林康养 6.00 0.00 0.00 1.30 0.00 0.00
总计 224

 

993.80 3.97 58
 

606.00 4.76

4 讨论

在典型区域泾川县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中,涵养水源服务功能价值排第一,这与杜英等[10]、
田宁宁等[11]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得到的森林生态服

务功能主要服务价值是涵养水源的结果相一致,因
为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严重,长期以来营造林

种主要为水土保持林,选择的刺槐、侧柏等树种冠层

截流和保水能力较强[16],能够有效遏制水土流失,
减少地表径流,提升土壤的贮水能力[17];果园分布

在比较平坦的破碎塬面上,采用黑地布全面覆盖的

管理方式,有效减少了水分蒸发,提高了果园土壤水

分含量。森林康养服务价值最小,排第七位。文化

服务功能只有在旅游发达的区域才能发挥其价值,
而泾川县地处陇东黄土丘陵沟壑区,作为典型的生

态县,森林文化建设服务滞后,森林康养、森林旅游

等服务功能还没有建立,导致文化服务功能价值

最小。
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排第四位,这与崔亚琴

等[18]、魏冬等[19]研究结果相差较大,分析主要原因

是泾川县人工刺槐林下草本植物以杂草类和蒿类为

主,没有明显的建群种,物种组成单一,生物多样性

较低;高艳鹏[20]等研究指出,在黄土丘陵区当林分

密度>3
 

500株/hm2 时,林下草本植物几乎为禾本

科一类,其他植物物种消失,随着林分密度的增加,
会对树冠及林冠产生一定的变化,影响林内的光照

和水分条件,进而导致林下生物发展缓慢,甚至灭

绝[21-22];果园采用清耕和黑地布覆盖管理方式,在提

高直接效益的同时均破坏了生物的生境,抑制了生

物群落的生长,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不高。
本研究得到林分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

4.11万元/hm2,低于鲁绍伟等[23]在北京退耕还林

生态服务价值研究结果5.16万元/hm2。在黄土丘

陵沟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涵养水源、固碳释氧、
产品供给为主要服务价值,而这3这种服务价值与

林分质量密切相关。培育混交林是提高林分质量的

有效造林模式[24],黄土丘陵沟壑区泾川县林地承载

力小[25],营造复层混交林困难,当前生态林主要为

刺槐、侧柏等人工单层纯林。同时程积民等研究指

出[15],刺槐初始密度与生物量呈负相关,造林密度

越大,地上部分积累生物量越低。经调查发现,泾川

县人工刺槐林造林初始密度平均为3
 

500株/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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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于1
 

500株/hm2 标准,这可能是造成泾川县林

分单位面积服务功能价值较低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依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GB/T38582-2020),结合典型区域泾川县森林资

源特点,构建了泾川县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体系,对其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评估,但因评估

方法和参数选取差异,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同
时在计算价值量时没有考虑林龄、立地条件等主要

因素的影响,今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泾川 县 2019 年 森 林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价 值 为

283
 

600.0万元,各项功能价值大小顺序为涵养水

源>固碳释氧>产品供给>物种保育>净化大气>
保育土壤>森林康养,在典型区域泾川县森林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主要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产品供

给,3种价值占总服务价值的80.21%;生态林以发

挥水源涵养为主,经济林则以产品供给为主,生态林

服务功能价值是经济林的3.8倍。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陇东黄土丘陵沟壑区泾川

县应加强森林资源精细化培育管护,采取补针采阔、
乔灌结合的方式调整刺槐纯林结构,增加油松、云杉

等针叶树种,优化树种组成比例,改变树种单一、混
交林占比低的局面;中龄林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工程,
如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等改善其营养结构及生长

环境,培育中径阶林木,提高林分质量;加强果园林

种规划,选择生态经济兼用树种,推广果园种草覆盖

代替清耕管理模式;同时创新森林经营理念,借助森

林旅游示范村和创建森林城市等政策优势,向林下

经济、森林康养新兴产业靠拢,推广“森林资源+”合
作模式,最大限度发挥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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