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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退耕还林生态工程的问题与建议

———基于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退耕户的调查

张　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退耕还林工程作为一项长期在民族地区实施的生态工程，具有实施范围较广、持续性较强、群众

参与度较高等特点，其环保效益已经得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受访家庭的认可。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承担了

全国１／２以上的退耕还林工程，大部分受访者继续参与新一轮退耕还林的意愿较为强烈。未来，退耕还

林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相关职业技术培训还有待提高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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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为了进行生态保护与修复，我国实施了天然林

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防护林体系

建设、河湖与湿地保护修复、防沙治沙、水土保

持、石漠化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

设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其中，退耕还林工程，不仅

包括退耕地还林、还草和还湖，还包括相应的在宜

林荒山荒地上进行造林作业。这系列工程主要解决

我国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是我国林业建设领

域中，涉及面最广、群众参与度最高、工序最复

杂、政策性最强的生态建设工程项目。其不仅是我

国实施自然生态系统修复的标志性工程，同时也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１９９８年，长江、

松花江、珠江等多条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

水，解决水土流失和滥砍滥伐等问题变得迫在眉



睫，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重

大决策。１９９９年，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率先开
始了退耕还林试点。２０００年试点范围扩大至以长
江上游、黄河上中游为重点的１７个省 （区、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２００１年试点区域继续扩
大至中西部地区的２０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并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

２００２年，退耕还林工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２００３年 《退耕还林条例》开始实施，２００７年退耕
还林工程从全面推进转入巩固成果阶段。２０１４年，
我国退耕还林工程开始进入到新的阶段，其标志为

国务院批准实施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

案》。根据国家林业局最新公布数据［１］，截至２０１５
年全国退耕还林工程实际完成投资总计３２６６８４２６
万元，其中国家投资 （包括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

２８７４８４８２万元；总共完成造林面积 ２５９３２７万
ｈｍ２，其中退耕地造林８４４１６万ｈｍ２。

作为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地区，我国民族

地区实施退耕还林已有１０余年的时间。从学界的
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经济学、生态学、资源环境

学、土壤保持等多门学科均对民族地区的退耕还林

工程进行了关注，尤其以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的评估

研究最为集中与突出。① 此类研究大多是通过监测

及统计数据，从退耕还林工程整体的经济、生态效

益方面进行研究，而退耕还林工程的参与主体———

退耕还林家庭 （以下简称 “退耕户”）的评价与意

愿在研究中体现较少。因此，对退耕户的参与评价

和持续意愿进行深入了解，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

义，而且符合为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提供政策建议

与意见的现实需求。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８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进行了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

项——— “２１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综合调查”，连续六年深入民族地区对当地经济

社会的发展情况进行入户调查，其中，２０１５年调

查的地区包括民族八省区中的内蒙古、云南、西

藏、宁夏、新疆五省区，回收有效问卷 ３７７７份，

含退耕户问卷１５４９份②。本报告将基于这些问卷

数据，了解退耕户对目前退耕还林工程的评价、相

关职业培训的参与情况以及未来继续参与退耕还林

工程的意愿。总结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主要成

绩，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对其新一轮退耕

还林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数据参考与政策建议。

二、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情况

根据中国林业局最新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５年民族

八省区共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总面积为２７１８２５ｈｍ２，

其中，退耕地造林 １６８５７６ｈｍ２，荒山荒地造林

１０２９１６ｈｍ２，当年新封山 （沙）育林面积３３３ｈｍ２，

总面积占当年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总面积的５１８％，

即民族地区承担了全国１／２以上的退耕还林工程。

从退耕还林工程的林业投资完成情况来看，２０１５年

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是

８８６０３６万元，其中国家投资中的中央投资为７９５６０７

万元，国家投资中的地方投资为１７４２９万元，民族

地区退耕还林工程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占全国的

３２２％。从省区维度来看，在工程建设面积方面，

２０１５年云南的退耕还林工程总面积位居第一，其次

分别为贵州、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青海，

西藏三省区未开展新的退耕还林工程；在林业投资

完成方面，贵州的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最高，为

２５３９００万元，其次分别是内蒙古、云南、新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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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特别是生态效益的研究成果颇丰，除了关于工程实施地区的具体案例研究，比如：

张景忠、王云毅的 《内蒙古达拉特旗风沙区退耕还林还草生态效益评价》（《西部资源》２０１７年第２期）；刘胜涛、牛
香、王兵，等 《陕西省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生态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６期）；也有从国家层面进行的整体研
究，比如：国家林业局已经连续几年分别出版了 《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国家报告》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年）（中国林业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

为了深入了解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问题的意见和看法，“２１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综合调查”家庭问卷涵盖内容丰富，包括：受访者基本情况，就业、收入、消费情况，资源环境与生态保

护，公共服务与政府管理，民族交往与民族文化等五个部分的上百道题目，其中资源环境与生态保护部分包含退耕还

林、生态移民、生态环境保护三项内容。目前，所有收回的家庭问卷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大调

查办公室统一加密保存，课题组成员在同意签署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可申请使用。



海、广西、西藏，宁夏未进行新的退耕还林工程林

业投资。未开展新的退耕还林工程，却有相关林业

投资的省区，比如青海、西藏，其投资组成与已开

展退耕还林的省区一样，主要用于：种苗费、完善

政策补助资金、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巩固退

耕还林成果专项资金等，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及全国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情况

地区
退耕地

造林／ｈｍ２
荒山荒地

造林／ｈｍ２
当年新封山

（沙）育林

面积／ｈｍ２

退耕还

林工程

总面积／ｈｍ２
中央投

资／万元
地方投

资／万元

全部林业

投资完成

额／万元
内蒙古 ３３３４ １５２８２ ３３３ １８９４９ １８４４２４ ６ ２０１８３９
宁夏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青海 ０ ０ ０ ０ ６７１０８ ０ ６７１０８
西藏 ０ ０ ０ ０ ７４９６ ０ ７４９６
新疆 ４０５３０ ２７８７ ０ ４３３１７ ９９４９８ １３８５ １０５６７７
广西 ９９３４ １３８３ ０ １１３１７ ３８６５０ ２９４ ４８６７８
云南 ６８１１１ ８１２４４ ０ １４９３５５ １５３１１５ ７１６０ ２０１３３８
贵州 ４６６６７ ２２２０ ０ ４８８８７ ２４５３１６ ８５８４ ２５３９００

民族地区总和 １６８５７６ １０２９１６ ３３３ ２７１８２５ ７９５６０７ １７４２９ ８８６０３６
全国 ４４６２８０ １８９４１０ ３３３ ５２４７０１ ２４０８７７２ １１１９６１ ２７５２８０９

民族地区全国占比 ３７８％　 ５４３％ １０００％ ５１８％　 ３３０％ １５６％　 　 ３２２％

三、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主要成绩

（一）退耕还林工程覆盖范围广，被调查地区

均有实施

如表２所示，在３７７７户受访家庭中，参与过
退耕还林的家庭共有１５４９户，其中，内蒙古２６８
户、云南５７８户、西藏２５户、宁夏３２６户、新疆
３５２户，受访者涉及２２个民族。从省区维度来看，
宁夏受访者的退耕还林参与率最高，为 ７２４％，
其次分别是云南 ４５８％、新疆 ４４１％、内蒙古
３１４％，西藏受访者的参与率最低，为６１％。

表２　２０１５年受访家庭是否参与过退耕还林工程

地区

受访

家庭

户数

参与过退耕

还林家庭

户数／占比

未参与过退耕

还林家庭

户数／占比

内蒙古 ８５３
２６８ ５８５
３１４％ ６８６％

云南 １２６３
５７８ ６８５
４５８％ ５４２％

西藏 ４１２
２５ ３８７
６１％ ９３９％

宁夏 ４５０
３２６ １２４
７２４％ ２７６％

新疆 ７９９
３５２ ４４７
４４１％ ５５９％

合计 ３７７７
１５４９ ２２２８
４１０％ ５９０％

（二）超过９０％的受访者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环
境效益持肯定态度

实现环保效益是退耕还林作为生态修复工

程的首要目标，从退耕户对退耕还林环境效益

的整体评价来看，这一目标已经基本达到。

４７３％的人认为已经遏制了土地或草场退化，
４３６％的人认为时间太短没有明显改观，但时
间长了肯定有好的效果，即 ９０９％的受访者对
退耕还林的环保效益持肯定态度，只有９１％的
受访者认为无论时间长短，环境都不会有改变。

从省区维度来看，宁夏受访者中认为已经遏制

了土地或草场退化的比例最高，为 ６２５％；其
次为内蒙古受访者，占比 ５６４％；西藏受访者
中认为退耕还林已经起到明显作用的占比最低，

为８０％。但与此同时，西藏受访者中认为退耕
还林实施时间太短没有明显改观，时间长了肯

定有好的效果的比例最高，为 ８８０％，说明由
于自然环境与具体实施情况的不同，退耕还林

工程在各地呈现出环保效益所需要的时间有所

不同，详见表３。

（三）超过８０％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实施退耕还
林工程

２０１４年以后，新一轮的退耕还林工程在全
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在总结过往经验教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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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其总体思路有了较大转变，其中比较明

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充分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

坚持 “农民自愿，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由

表４可见，对于今后退耕还林政策的期待与参
与意愿，５５８％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扩大面积和
提高补助标准，２４６％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保持
现状，１５７％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只有３９％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停止执行，从而说明大部分

的受访者对退耕还林工程应该继续实施持肯定

态度。从省区维度来看，各省区受访者中认为

应该扩大面积和提高补助标准的比例均超过

５０％，其中西藏受访者中持此观点者占比最高，
为７０８％；同时，各省区受访者认为应该停止
执行的占比均不高，新疆受访者中持此观点的

占比最高，为６６％。

表３　２０１５年受访退耕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环境效益的评价

地区

受访

退耕

户数

认为已经遏制

了土地或草场

退化的退耕户数

／占比

认为时间太

短没有明显改

观，但时间长了

肯定有好的效

果的退耕户数

／占比

认为无论

时间长短，

环境都不

会有改变

的退耕户数

／占比

内蒙古 ２５７
１４５ ６５ ４７
５６４％ ２５３％ １８３％

云南 ５５３
２２６ ２９０ ３７
４０９％ ５２４％ ６７％

西藏 　２５
２ ２２ １

８０％ ８８０％ ４０％

宁夏 ３１５
１９７ １１０ ８
６２５％ ３４９％ ２５％

新疆 ３１７
１２４ １５３ ４０
３９１％ ４８３％ １２６％

合计 １４６７　
６９４ ６４０ １３３
４７３％ ４３６％ ９１％

表４　２０１５年受访退耕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期待与参与意愿

地区
受访

退耕户数

认为应扩大面积和提

高补助标准的退耕户数

／占比

认为应保持现状的

退耕户数／占比
认为应停止执行的

退耕户数／占比
认为不清楚的

退耕户数／占比

内蒙古 ２５３
１４１ ７１ １０ ３１
５５７％ ２８１％ ４０％ １２３％

云南 ５４０
２９０ １３９ １７ ９４
５３７％ ２５７％ ３１％ １７４％

西藏 　２４
１７ ２ １ ４

７０８％ ８３％ ４２％ １６７％

宁夏 ３１７
１８８ ８２ ８ ３９
５９３％ ２５９％ ２５％ １２３％

新疆 ３３５
１８３ ６７ ２２ ６３
５４６％ ２００％ ６６％ １８８％

合计 １４６９　
８１９ ３６１ ５８ ２３１
５５８％ ２４６％ ３９％ １５７％

四、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工程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省区受访者对退耕还林工程环保效

益持否定态度的比例引人注意

从整体来看，虽然已有９０９％的受访者对退耕
还林工程的环保效益持肯定态度，但是仍有９１％的
受访者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从省区差异来看，

１８３％的内蒙古受访者与１２６％的新疆受访者认为
无论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时间长短，环境都不会有改

变，其否定原因应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了解与反思。

（二）退耕还林工程的经济效益体现相对不明显

由于退耕还林工程涉及的区域广、人口多，从

工程实施的可持续性出发，实现其环保效益不能以

影响退耕户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为代价。为此，国家

通过大量资金投入，对退耕户进行补贴，并对其进

行相关技术培训，以保证并提高其经济收入。如表

５所示，从受访者整体来看，２９９％的受访者家庭
退耕后自家收入没有变化，１８４％的受访者家庭在
退耕后自家收入下降，３１３％的受访者家庭在退耕
后自家收入提高，２０４％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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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维度来看，宁夏受访者中认为退耕后自家收入

没有变化的比例最高，为３８４％；西藏受访者中认
为退耕后自家收入下降与提高的占比均为最高，分

别为３２０％、４００％，呈现出明显的两极趋势；新
疆受访者中表示不清楚的受访者占比最高，

为３３７％。

表５　２０１５年受访退耕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经济效益的评价

地区
受访

退耕户数

认为退耕后自家

收入没变化的

退耕户数／占比

认为退耕后自家收入

下降的退耕户数／占比
认为退耕后自家收入

提高的退耕户数／占比
认为不清楚的

退耕户数／占比

内蒙古 ２６３
７４ ６９ ８８ ３２

２８１％ ２６２％ ３３５％ １２２％

云南 ５３０
１５０ ８３ １７６ １２１
２８３％ １５７％ ３３２％ ２２８％

西藏 　２５
３ ８ １０ ４

１２０％ ３２０％ ４００％ １６０％

宁夏 ３２０
１２３ ４２ １１４ ４１
３８４％ １３１％ ３５６％ １２８％

新疆 ２５５
６６ ５５ ４８ ８６

２５９％ ２１６％ １８８％ ３３７％

合计 １３９３　
４１６ ２５７ ４３６ ２８４
２９９％ １８４％ ３１３％ ２０４％

　　 （三）退耕还林工程政策宣传与配套项目实

施力度有待提高

如表４所示，关于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期待与参
与意愿，整体有１５７％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具体到
接受调查的各省区，表示不清楚的受访者比例均超过

１／１０，其中新疆受访者中表示不清楚的占比最高，为
１８８％，进而说明当地政府与相关部门对于退耕还林
工程的政策宣传工作还有待改进和提高。此外，为保

证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效果，保障和提高退耕户的经

济收入水平，在工程实施伊始，中央就要求各地政府

及相关部门对退耕户要定期进行技术指导与培训。由

表６可见，关于受访退耕农户参与职业技术培训的情
况，从整体来看，不清楚或者没参加的受访者比例最

高，为３７１％；其次是畜牧业与养殖业、种植业、造
林种草，占比分别为：２１３％、２１２％、１４７％；参
与劳务 （外出务工）的比例最低，为５８％。从省区
纬度来看，各省区退耕农户参与情况差别较大，其

中，内蒙古受访者中对职业技术培训的不知晓率与不

参与率最高，占比７２９％；其次是西藏受访者，占比
４３８％；云南受访者占比最低，为２３７％。从参与内
容来看，省域特色也比较明显，内蒙古受访者中参与

畜牧业、养殖业培训的占比明显高于其他项目的参与

比例，云南受访者中参与种植业培训的比例最高，西

藏受访者中参与造林种草的培训比例最高，宁夏受访

者与新疆受访者中参与畜牧业、养殖业与种植业的培

训比例排在前两位，均超过２０％。

表６　２０１５年受访退耕户参与职业技术培训的情况

地区
受访

退耕户数

参与种植业

培训的退耕户数

／占比

参与造林种草

培训的退耕户数

／占比

参与畜牧业、

养殖业培训的

退耕户数／占比

参与劳务 （外

出务工）培训的

退耕户数／占比

不清楚或者

没参加培训的

退耕户数／占比

内蒙古 ２５１
１０ ９ ４５ ４ １８３

４０％ ３６％ １７９％ １６％ ７２９％

云南 ４６５
１４５ ９８ ８５ ２７ １１０
３１２％ ２１１％ １８３％ ５８％ ２３７％

西藏 １６　
１ ６ ０ ２ ７
６３％ ３７５％ ００％ １２５％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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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地区
受访

退耕户数

参与种植业

培训的退耕户数

／占比

参与造林种草

培训的退耕户数

／占比

参与畜牧业、

养殖业培训的

退耕户数／占比

参与劳务 （外

出务工）培训的

退耕户数／占比

不清楚或者

没参加培训的

退耕户数／占比

宁夏 ２３９
５２ ２５ ６９ １８ ７５

２１８％ １０５％ ２８９％ ７５％ ３１４％

新疆 ２５７
５２ ４２ ６３ ２０ ８０

２０２％ １６３％ ２４５％ ７８％ ３１１％

合计 １２２８　
２６０ １８０ ２６２ ７１ ４５５

２１２％ １４７％ ２１３％ ５８％ ３７１％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

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

土，土的命脉在树。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

障。［２］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利用全国 １／３的林业投

资，承担了全国１／２以上的退耕还林工程。作为
保护国土生态安全的 “生态工程”以及强农惠农

的 “民心工程”，退耕还林在实现生态环境改善

的同时，还应该兼具提高退耕户收入的经济任

务。通过对内蒙古、云南、西藏、宁夏、新疆民

族地区退耕还林农户家庭的调查可以得知：退耕

还林工程的环保效益已获得９０９％受访家庭的认

可；与之相比，其经济效益体现得并不是很明

显，只有３１３％的受访家庭表示退耕还林后自家
收入有所提高。退耕户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并不

乐观，３７１％的受访家庭不清楚或者没参加过相

关职业培训，不同省区参与职业培训的内容差别

较大，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对于新一轮的退耕

还林工程，绝大部分受访退耕户都愿意继续参

与，仅有３９％的受访家庭认为应该停止执行，
同时每个省区均有超过１０％的受访家庭对于新一

轮退耕还林政策不清楚，从而说明地方政府在落

实中央工作精神，宣传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政策

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只有让广大群众

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退耕还林工程的最新政策、

内容及意义，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才能更加有效

持续地进行。

（二）建议

１退耕还林效益体现缓慢，要做好打持久战的
心理准备

生态修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退耕还林工

程推行至今，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虽然其环保效益

已经得到了绝大部分受访者的认可，但认为其环保

效益已经体现的受访者占比还不及受访者整体的

１／２，足以说明生态工程的建设周期长且效益体现
较为缓慢。调查发现，有些部门和农户单纯从政绩

角度和经济角度，强行缩短生态恢复进程，仅仅从

数字上完成退耕还林任务，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

民族地区长期作为我国森林资源的输出地区，需要

解决的环境遗留问题众多，经济发展压力相对又

大，因此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２落实退耕还林工作的政策宣传，提高人民
群众的政策知晓度

由上文可以得知，关于退耕还林工程相关政策

的调查中，表示不清楚的家庭均不在少数。作为退

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主体，退耕户对相关政策的知晓

情况直接影响到工程的进展程度及落实效果，尤其

是在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开展之后，“退不退耕，还

林还是还草，种什么品种，由农民自己决定”［３］，

退耕户清晰与明确的意愿变得更加重要。退耕还林

并不是将耕地换为林地，退耕户弃耕造林然后领取

补助这么简单，退耕还林的意义与目标也不只是单

纯的改善环境。在全面脱贫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

景下，退耕还林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林业经济发

展、农民脱贫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诸多工程

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应该切实领会与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提高退耕还林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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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对退耕还林工程内容与意义的了解程度，进

而保证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成效。

３落实对退耕户的生态补偿政策，对弱势人
群进行重点帮扶

民族地区长期以来承担着资源输出与生态保护

的重要任务，以退耕还林为例，２０１５年民族地区
就承担了全国１／２以上的退耕还林工程。落实资源
有偿使用与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不仅要求对退

耕还林地区进行整体补偿，对于退耕户也要落实各

项配套补偿优惠政策。在此次调查中，大部分受访

者并未感受到退耕还林工程带来的经济效益。民族

地区实施退耕还林的地区本来就多为边远贫困地

区，部分退耕户的生计渠道相对单一，对政策补助

依赖性较强，有些农户除了农活没有其他谋生技

能，退耕后收入有所下降。《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

总体方案》规定，除每亩１５００元补助 （五年分三

次支付）外，凡符合国家和地方公益林区划界定

标准的，分别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３］在实地调研中，不难发现有些地方的退耕还

林专项资金并未实现专款专用，而是被挪为他用，

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因此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应该进

一步加强退耕还林专项资金使用去向的监察力度。

另外，本次调查还发现受到教育程度及年龄因素的

限制，未接受过教育以及年龄超过６０岁的受访者
属于退耕户中的弱势人群。他们既不了解退耕还林

工程的相关政策，也缺乏参加相关职业培训的意识

与能力，退耕之后除了领取补助，很难通过开展其

他经营增加收入，因此，对其应该进行重点帮扶。

４．加大对退耕户职业培训的实施力度，引导
退耕户开展多种经营

退耕还林工程虽然包括了退耕地和配套荒山，但

是补助却只针对退耕地。虽然退耕还林补助对于维持

退耕家庭的生计十分重要，但是对于大部分退耕还林

家庭而言，特别是年轻力壮的退耕户，最关键的还是

要提升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自退耕还林工程开展

之初，对参与农户组织开展职业培训，既是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的明确

要求。２００２年国务院公布的 《退耕还林条例》第三

章第二十四条指出：“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乡

级人民政府与有退耕还林任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签

订的退耕还林合同内容应该包括技术指导、技术服务

的方式和内容”［４］。从接受此次调查的民族地区整体

来看，参与职业培训的退耕户比例低于预期数值，为

６２９％，而在内蒙古的调查地区，这一比例更是低至
２７１％。这说明当地政府对退耕职业培训的实施与宣
传力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

总体方案》规定，退耕还林的配套保障措施应该包括

“在不破坏植被、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前提下，允许退

耕还林农民间种豆类等矮秆作物，发展林下经济，以

耕促抚、以耕促管。鼓励个人兴办家庭林场，实行多

种经营”［３］。调查中发现有些地区，政府只管发苗种

树，农户只管领取补助，再加之缺乏林业技术服务人

员，后续管理跟不上，退耕还林后林木成活率不高，

既影响了当地生态的恢复进度，也影响了参与农户的

经济收入。因此，对退耕还林户的职业培训中，既要

继续深化树木种植管理，也要扩展职业培训的内容与

种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导群众充分利用

当地资源，开展多种经营，在巩固退耕还林生态效益

的同时，推动绿色经济的长远发展。

５．既要互相学习工作经验，也要根据新形势
因地制宜地开展退耕还林

通过调查得知，各地区退耕还林工作进展的程

度与成效有所差异，比如，对于退耕还林工程环保

效果的评价，内蒙古与新疆两地受访者的否定比例

之高就引人注意。因此，应该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

学习与交流，尤其是退耕还林工程开展较好的地区，

要总结其工作经验，为工程开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提

供借鉴与启发。同时，由于民族地区地理环境与经

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退耕还林面临的形势不尽相

同，退耕还林工作不能搞 “一刀切”，必须尊重各

地的实际情况。除此之外，退耕还林工作还应该与

时俱进，根据新形势调整新思路，比如随着城镇化

的日益进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去往城市打工，留

在农村进行耕种的人越来越少，在自家耕地上植树造

林成为外出人口的最主要选择。在此背景下，从土地

数量上完成退耕还林的任务目标已经不再困难，如何

实现并优化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及经济效益，成为新

阶段工作的重点。有些地方通过林地的土地流转，进

行集中管理经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

益，为新形势下的退耕还林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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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数据信息安全不仅关乎个

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还涉及国家的网络安

全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应该有新的作为。个

人数据信息的安全治理无疑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

重要任务。近年来，各国关于个人数据信息保护

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例如美国的 《隐私权法》，

欧盟于 ２０１８年 ５月已经生效的 《一般数据保护

条例》等，为用户数据信息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基础。但是，就我国当前的个人数据信息发展

现状来说，相关数据信息保护在数据的权属，网

络运营者收集用户信息的范围等方面尚不明确，

数据交易的流程和规则，对非法使用、保护不力

等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尚有空白。因此，

一方面需要尽快出台个人数据信息安全保护的相

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相关执法部门要根据 《网

络安全法》等现行的法律法规加大对侵犯个人数

据信息行为的违法查处力度，规范数据收集、使

用、交易、共享、出境等行为，提升数据产业的

行业自律，提高个人数据安全意识，加强个人数

据信息的安全治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保障国家的网络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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