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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宁看大宁““两山两山””理论的践行路径理论的践行路径
徐玉平徐玉平 李明珠李明珠

大宁县干部群众的脱贫攻坚过程，是学深
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
体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贯彻落实。在这个过程中，大宁坚持
改革不停步，实现“在一个战场打赢两场战役”，
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强烈的使命担当。

打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换通
道。改革越深化，担当越重要。改革涉及利益格局
的调整，总是与克服困难相伴而行。大宁经过艰苦
的实践探索，不断深化对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关
系的认识，勇往直前、不断改革，破除利益固化的
樊篱，探索出了助力脱贫攻坚行之有效的办法。在

“生态扶贫十条途径”探索中，购买式造林、资产化
管护、生态补偿、林业资产性收益扶贫等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举措，是山区县GEP（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向GDP（国内生产总值）转化的典范。

实现了“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大
宁县着眼当前逆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下市场对园

林花卉产品的巨大需求，充分发挥县域内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花卉品质好的自然优势，利
用县域内煤层气资源丰富、产地价格较低的成
本优势，引进、落地投资1.37亿元的隆泰集团现
代花卉双创示范园项目，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条，成为山区县项目建设“在保护中开发”的典
范。大宁还应用生态学原理，推广有机农业生产
技术，倡导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人工
合成激素、转基因种子“六不用”，并引导群众诚
信做人、诚信生产、诚信经营，创建“有机大宁”，
进一步在开发保护上做出了珍贵探索。

此外，大宁县在建立森林市场、实施林业
碳汇扶贫、赋予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开发权、
开展资金互助合作等方面的有效探索，也为我
们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为全省“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
出一条新路”、为全市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作
出了大宁贡献、交出精彩的大宁答卷！

本报讯 6月 25日，大宁县农旅产品
网络销售常态化暨端午节直播带游带货
活动启动。在小金殿广场上，苹果、西瓜、
甜瓜、红薯、乌鸡蛋、天然蜂蜜等“大宁
红”系列农特产品摆上展台，吸引了众多
群众询价购买、网红直播推销。

在直播带游带货活动现场，大宁网
红直播考察团沿网红乡村体验路线进乡
村、进农户、进田间地头，通过网络直播
的方式介绍展示大宁县旅游文化，推销
楼底村有机蔬菜、太德村杂粮、罗曲村甜
瓜、甘棠村香菇、石城村蜂蜜等农特产
品。活动通过县长直播带货、网红走进乡

村、走进农户、走进田间地头直播带货，
举办网红直播带货PK大赛等方式，为大
宁农特产品代言，推销大宁农特产品。

近年来，大宁县把“全域旅教”作为
“七彩大宁”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以全
域旅教促使全域旅游发展，围绕康体养
生、休闲度假、自驾车旅游、徒步穿越、探
险旅游、研学市场等目标客群，以二郎山
森林公园和马头关黄河仙子景区为重
点，以芝麻滩、笊篱寨、太古古村落、古贤
大坝风景区、后腰特色小镇为主要沿黄
旅游节点，引聚黄河板块旅游客群、展示
大宁特色景观。 （王锦洁）

本报讯 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新形势的安排部署，近日，县市场
监管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生鲜、冷冻畜禽
肉、水产品经营主体和餐饮服务单位的“覆
盖式”排查。

排查中，突出重点监管产品和监管对象，
以生鲜、冷冻猪肉、牛肉、羊肉、鸡鸭肉等畜禽
肉类、水产品及其制品为重点品种，以各类经
营生鲜、冷冻肉品及水产品的农贸市场、超市、
便利店、食杂店以及肉类和水产品使用的餐饮
服务单位等经营者为重点对象，全面排查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

县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严格落实省、市、县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督促食品经
营者和餐饮服务单位，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
任，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及记录相关要求，按照

“四个最严”要求，加大食品监督抽查力度，提
高检查频次，加强对从业人员法律意识的培
训，严格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确保全县食品安
全稳定。 （王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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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关注

大宁县位于临汾市西北部、黄河东岸，现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402户 9292人，是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山西省10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为限制开发的国家生
态建设区，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
能区。作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大宁县近年来开
展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统筹推进“中央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全国集体林业综合
改革试验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
县”，率先提出并实践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
山的10条有效实现路径。

大宁县的 10条有效途径探索，在某种意义
上，深处黄土高原深处的大宁县，正处于全国农
村改革的前沿，这些正在发生的改革历程、探索
举措，为全国农村地区，特别是相对贫困地区的
乡村振兴及各项基层制度改革会提供哪些有益
启示？生态文明时代，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利
用，如何与贫困地区普通百姓生计改善、尊严提
升、权利赋予相结合？信息化时代，交互媒体迅猛
跃进，如何让黄土腹地从默声走向前台，那些解
体中的乡土文化链，是否可能借着机制革新与传
播的力量重拾光彩？

随着采访的深入，大宁县的 10条有效途径
探索已经清晰。

途径一：启动购买式造林

购买式造林，是指根据政府规划设计，由以
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体的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
作社，经过竞价和议标，与乡镇政府签订购买合
同，自主投资投劳造林，当年验收合格支付
30%左右工程款，第三年验收合格后支付余款。
购买造林服务的组织方式，政府购买的是造林
服务，树随地走，林地、林权不变。它是政府向社
会力量购买造林服务的市场机制在林业上的具
体应用，是把政府事前投资造林的做法，转变为
引导社会力量根据政府编制的规划设计先行投
资造林，经检查验收合格，政府对社会力量完成
造林所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以
及合理利润进行购买造林服务。

购买式造林的发展方向是市场化造林，即
在造林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设立林价体系，建立森林市场，让森林和
绿地可以在市场主体间自由交易和流转，靠市
场主体的获利机制推动生态建设、脱贫攻坚健
康快速发展。

购买式造林旨在让群众在建设绿水青山中
实现脱贫，在享受绿水青山中建成小康。2016年
以来，大宁县完成购买式造林 21.67万亩，参与
群众获得劳务收入 6573 万元。其中，2017 年全
县 5.31万亩购买式造林和管护任务，带动 1562
户 4699 人经济脱贫，占当年贫困人口的 33%；
2018年 8.16万亩购买式造林和管护任务，带动
2088 户 6264 人经济脱贫，占当年贫困人口的
67%；2019年8.2万亩购买式造林和管护任务，带
动 1640户 4920人经济脱贫。此外，林地承包者，
还将获得相应的林木资产及其收益。以欣达脱贫
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2017年实施
的 3500亩林地属于曲峨镇白村 14户贫困户，今
年验收合格购买后，户均将获得250亩林子，以不
变价格、按重置成本计算，户均将拥有20万元的
林木资产，而且还将长期获得生态补偿金或者经
济林收益金，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将产生深远
的影响。

购买式造林得到了国家省市领导的高度肯
定，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省委书记楼阳生给予
充分认可。2018 年 11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创新机制加快国土绿化步伐的实施意
见》（晋政办发〔2018〕107号）文件，将购买式造
林作为一项创新机制在全省推广。2019年 4月，

《中共山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19年重
大改革安排及责任分工》（晋办发〔2019〕22号）
文件明确要求：“探索将‘购买式’造林模式拓展
到乡村建设领域”，并且将“在大宁县推进国家
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全省重大改革事
项，这是对大宁县购买式造林的肯定推广和鼓
励鞭策。

途径二：实行资产化管护

资产化管护也叫购买式管护，按社会购买服
务模式探索资产化管护、精细化管理运行机制，
按照“管护有价、损失赔偿”的原则，根据管护成
效兑现管护工资。

大宁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精准聘

用贫困森林管护员的指导意见》，选聘护林员
450名，其中贫困户385名，签订资产化管护责任
书，以合同形式将每个责任区的管护任务落实到
管护员，管护有价，损失赔偿，管护成效决定护林
员工资，把保护绿水青山的过程转变为增加金山
银山的渠道。

途径三：实施生态补偿金

县政府出台了《大宁县生态效益补偿金管理
办法》，从 2017年开始，县财政每年安排 150万
元，把不享受补偿的生态林纳入脱贫攻坚生态
效益补偿专项资金补偿范围，以每亩每年5元的
标准给予生态效益补偿，给贫困户稳定脱贫提供
经济支撑。

这每年 150万元的脱贫攻坚生态效益补偿
金共涉及 6个乡镇 47个村 3753户，补偿林地面
积 30万亩，3年共补偿林农 450万元。3年来，护
林员的管护责任感大大提升，全县森林管护未出
现过一例人为或牲畜危害现象。

太古乡坦垯村史跃进家有3口人，以前靠外
出打零工生活，由于他没文化、没手艺，在外打
工除了吃喝每年落不下几个钱。2017年大宁县
实行资产化管护后，史跃进第一个到乡政府报
名，乡政府经过调查，认为史跃进在村里是一个
有责任心的人，便与他签订了管护合同。成为护
林员后，他对树木就像爱护自己孩子一样，不容
许受到一点伤害。一年下来，史跃进通过护林增
加了一万元的收入，实现了脱贫。

途径四：推进林业资产性收益扶贫

2017年，大宁县出台了《大宁县开展林业资
产收益扶贫试点的工作方案》，按照“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两个龙头企业成立专业合作
社，发展经济林、建设生态林，群众以林地经营
权、林木所有权以及林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折股
量化入股，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收益有分红”。以培育发展大宁森科农牧
合作社、大宁永丰农业合作社作为林业资产收益
扶持试点，2017年成立以来，两个合作社分别采
取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吸
收农民以林地入股，流转农户荒山、退耕地 7700
余亩，种植经济林、发展林下经济，每年支付农户
保底收入 32.8万元，并参与合作社利润分红。通
过劳务收入+保底收入+股份分红三结合，为农民
林地入股经营实现脱贫增收蹚出一条新路径。
2019年合作社组织社员对林地进行了抚育和补
植，52户社员通过造林获得劳务收入36万元，人
均增收0.69万元。

曹家庄村地处大宁县太德乡北部山区，由
7 个自然村组成，该村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
施薄弱，林地面积占到全部土地的 80%以上。
曹家庄村试点项目由山西宁扬能源有限公司
承接，将曹家庄村 73 户农户的 1623.1 亩退耕
地经营权、3255.2 亩林地经营权量化入股到大
宁县森科农牧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
营，社员参与管理，将资源变成资产；同时，农
户将每亩 800 元的造林补助资金以股金的形
式注入合作社，实现资金变为股金，农户由农
民变为股东。通过集体林权股权化和社会资本
投入林业模式，建立了小农户和现代林业有机
衔接机制。

曹家庄村林业资产性收益试点至少有三
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助推贫困户脱贫。曹家
庄 73 户 农 民 将 1623.1 亩 退 耕 地 经 营 权 、
3255.2 亩林地经营权以股权形式量化入股到
森 科 林 牧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由 合 作 社 统 一 经
营，合作社在皂角经济林未受益前 10 年，退
耕地按 105 元 /亩 /年、林地按 20 元 /亩 /年的保
底收益支付入股农民，73 户入股农民每年保
底收益 23.55 万元，最多的每年保底收入 8770
元，最少的 268 元，保障了农民在合作期间稳
定的收益。仅 2017 年合作社整修鱼鳞坑、栽
植苗木、林地抚育、管护等劳务，38 户农民就
获得劳务收入 13 万元，户均增收 1.8 万元。二
是壮大集体经济。村级集体林地 198.7 亩以集
体资产形式入股到合作社，每年可获得 3974
元收益，造林补助资金以村支部名义入股合
作社，届时将由村集体获得资产性收益，以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服务效能。三是将
获得生态效益。该项目实行股份制造林，引
入市场运行机制，给予合作社一定的自主造
林 权 利 ，同 时 也 调 动 了 合 作 社 的 造 林 积 极
性，既保证了造林效果，又获得预期的生态

修复。

途径五：探索建立森林市场

依托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开展林木评估，建
立林价体系，打通社会资金进入生态建设领域的
通道，在不改变林地使用性质、保障生态效益的
前提下，鼓励支持创办股份制林场、家庭林场，让
集体林流转起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生
产，让森林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努力构建绿
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市场机制。

在县林业局指导下，全县6个乡镇成立了集
体林权流转服务站，全县 84个村委会成立了集
体林权流转信息服务站。通过林权流转宣传、政
策鼓励，全县共发展家庭林场 36个、股份制林
场 18个，流转林地3.6万亩。

2018年，曲峨镇榆村返乡创业青年林鹏通过
转包林地经营权的方式流转当地农民2700亩林
地，率先在工商注册成立起大宁县第一个家庭林
场——刘静鸿鹏家庭林场。林场采取“家庭林
场+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林下养殖五
黑一绿鸡，绿水青山的养殖环境让其产品备受青
睐、供不应求。短短一年，从一开始只有5个农户
成立合作社养殖500只五黑一绿鸡的小规模，发
展到遍布临汾、忻州等地 156户社员，养殖规模
超过2万只，产品随之也打入太原、忻州、临汾各
大超市，产值达到300余万元。

为了提升养殖环境，打造绿色品牌，扶持刘
静鸿鹏家庭林场“绿水青山”迅速转变为“金山
银山”，带动更多的农户脱贫增收，2019年县政
府安排财政补助资金 50万元给予支持。当年林
场从绿化、彩化、亮化入手，营造了以元宝枫、辽
东栎、文冠果、椿树等为主的特色造林 1000亩，
带动当地18户农民通过参与造林实现人均增收
0.9万元。

途径六：探索林业碳汇扶贫

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
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国发

〔2017〕42 号）中“推动山西省建立健全碳排放
权交易机制”的部署，大宁县对近 3 年 15 万亩
新造林进行林业碳汇 CCER（国家认证自愿减
排量）开发，依据林木固碳释氧量给林农以经
济补偿，盘活碳汇功能，增加群众收入，探索
绿水青山消除碳足迹、应对气候变化功能转变
为金山银山的有效方法。

2018 年大宁县和中关村绿色碳汇研究院
签订碳汇造林项目开发协议，把近年来 15 万
亩新造林地进行碳汇开发。2019 年 9 月中旬，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CEC（国家备案的 CCER 碳
汇项目审核机构）对大宁县碳汇造林项目进
行了现场审定。项目启动后可将大宁县的生
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现生态增绿、农民
增收。

途径七：创建“园艺大宁”

大宁县着眼逆城镇化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对园林花卉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县
域内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生产的花卉品质全
国一流的自然优势和煤层气资源丰富、产地价
格较低的成本优势，引进落地投资 1.37亿元的
隆泰集团现代花卉双创示范园项目，目前已建
成投产3万平方米连栋温室。现代花卉双创示范
园项目是“园艺大宁”的主体，自育及引进凤梨、
红掌等高端花卉品种100余种，拥有凤梨周年生
产技术、高档花卉种苗组培快繁技术、肥水一体
化栽培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集成示范新技术
25项，所产盆花销往西安、郑州、沈阳、北京、广
东等大型花卉市场。花卉产业是朝阳产业，专家
预测今后 5年国内花卉消费年增长速度保持在
20%以上，而且花卉产业可以更好地促进种植、
加工、物流、旅游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扮靓
乡村振兴的底色，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明显。

大宁县将利用5年时间实施“五个一”工程，
实现“三个三”目标，带动生产、加工、研发、物
流、服务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创建省级产业园，向国家级产业园迈进，
即打造一个全国有影响的生产基地、培育一批
生产经营主体、建设一个物流交易市场、新建一
座产学研中心、开发一条休闲观光走廊，实现年
生产盆花 3000万盆以上，年销售收入 3亿元，新
增就业岗位3000个以上。

途径八：创建有机大宁

着眼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西时提出的“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
业”的指示，应用生态学原理，推广“六不用”（不
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人工合成激素、转基
因种子)有机农业生产技术，引导群众诚信做人、
诚信生产、诚信经营，创建“有机大宁”。

一是在全县发展有机苹果、有机核桃、有机
西瓜、有机蔬菜、有机红薯、有机小杂粮 20970
亩，推广“六不用”有机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有机
旱作农业。二是聘请了蒋高明等中科院专家为有
机大宁、园艺大宁创建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在
全县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开展实地授课和现场咨
询。编写了《大宁县有机农产品种植技术规范》和

《监测记录手册》，建立了技术员包联乡村制度，
对农业生产实行全程技术指导和监测记录，确保
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农作物从种植到整地到收获
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按照“六不用”有机农业生
产模式进行生产。三是加大对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的扶持力度，制定出台了《大宁县2019年有机农
业种植基地管理办法》，对按照有机农产品标准
进行生产的基地每亩补贴 800-1000元。四是推
进“三品一标”认证和区域公共品牌创建，2019年
8月举办了“大宁红”区域公共品牌发布会，并与
山西国贸集团、山西三众农垦公司等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出台了《大宁红区域公共品牌管理办
法》和《关于对农产品实行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的
管理办法》。2019年 10月，“大宁红”获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作品登记证书”，目前，正
在向国家商标总局申报“大宁红”商标。五是紧扣

“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加快农
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启动了北京、太原、临汾等
地的农产品展示厅建设，形成线上网格销售、线
下实体展示的营销格局。目前，大宁已成功创建
了国家级出口水果质量安全示范区。其中，建设
了6个高标准出口水果示范基地，发展小杂粮有
机示范基地 6 个 5300 亩、有机蔬菜示范园 4 个
150亩、有机苹果示范基地 7个 11400亩，有机西
瓜示范基地 2个 67亩，创建太仙村 1000亩苹果
省级旱作农业封闭示范片，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
业，维护食品安全，呵护百姓健康，探索绿水青山
转变为人民健康与幸福的金山银山。

途径九：赋予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开发权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同抓好大
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等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巩
固乡村振兴战略、壮大大宁县集体经济收入，山西
省临汾市大宁县股份经济联合总社应运而生。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股份经济联合总社组
建于2019年3月，总社位于大宁县徐家垛乡岭上
村马头关，主要业务为黄河采砂，全县84个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入股 127股 635万元。总社现设两
个销售磅房、13个采砂点，有工作人员66人。

总社成立后，按照上级规定，总社严格按照
采砂期限进行开采，并安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2人，分别从事采砂、过磅、销售、维修、管理等工

作，并与所有务工人员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为符
合条件的缴纳了工伤保险。同时，分批次雇佣 23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总社修路、办公场所修
缮等工作，促进贫困人口就近务工增收。

2019年 12月 13日，大宁县股份经济联合总
社召开 2019年收益分红大会。全县 84个村级股
份经济合作社享受到利润分红，每股分红 7865
元，分红总额100万元。

途径十：开展资金互助合作

为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县委县政府 2018
年转型综改先行先试任务、攻坚深度贫困县“一
县一策”的决策部署，大宁县通过资金互助的

“小金融”模式，采取“合作社+银行”的互助模式
开展，即：一是县农商行根据合作社下设的资金
互助社（以下简称互助社）资金需求量，单设专
项信贷配套资金，单列信贷计划，为互助社资金
需求提供充足的信贷资金保障；二是充分发挥
农商行专业人员业务技能，定期对互助社相关
人员开展信贷领域业务知识培训，提升互助社
人员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为互助社提供专业
的业务技术保障。

与县信用联社创新造林金融服务机制，开发
“造林贷”支持“合作社+贫困户”经营模式的脱贫
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发展，通过集中授信签约，
为 15个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 340
万元，为县域扶贫造林项目注入及时的金融活
水。坚持保本微利的原则，全面降低融资成本，确
保成本最小化、经营效益及利润最大化，严控资
金成本和利润分配，确保让利于民。

大宁县三多乡楼底村作为试点村，2019年
10月份，由村党支部书记程红剑等 14人成立了
大宁县楼底村同鑫缘资金互助社，结合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确员、确权、确股，实现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社员变股东”。县乡
村振兴研究院、县农商行对楼底村现有土地、林
地、宅基地及集体资源进行评估，赋值 4430 万
元，可抵押贷款 1412.6 万元。按照“合作社+银
行”的互助模式，利用社员资产量化资金、社员
集资入股、信用社配套资金，该村计划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新建花卉温室 3
万平方米，其中楼底村通过“金融贷款+财政支
持+群众集资”模式，自建 1万平方米，撬动企业
投资 2000余万元，项目运行后年可为村集体增
收 200余万元，带动楼底村 60人就业，年人均增
收3万余元。

大宁县“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路径探
索，极大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的积极性，这种
路径探寻，呈现出了“社会思路多元化、方法多
样化、参与大众化、效益社会化”的原则，提高广
大群众的绿化和生态意识，增强广大市民参加
造林绿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全社会形成了

“爱绿、护绿、造绿、养绿”的良好风尚，一个山川
秀美、空气清新、风景如画的新大宁展现在人们
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