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印发«建设“天府森林四库”

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府发〔２０２４〕１８ 号

四川省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ꎬ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有

关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ꎬ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司局、单位:

现将«建设“天府森林四库”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ꎮ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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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天府森林四库”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

重要论述ꎬ高质量建设“天府森林四库”ꎬ制定本方案ꎮ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全面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ꎬ坚持统筹兼顾、分

类指导、改革创新、共建共享ꎬ着力建设“天府森林水库”夯实生态

安全根基ꎬ着力建设“天府森林钱库”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ꎬ着力建设“天府森林粮库”筑牢粮食安全底线ꎬ着力建设“天

府森林碳库”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ꎬ积极推进“蓄水于山” “摇钱

于树”“藏粮于林” “固碳于木”ꎬ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相统一ꎬ高水平打造全国“森林四库”建设示范省ꎮ

到 ２０２７ 年ꎬ全省森林面积达到 ２ ６２ 亿亩ꎬ森林固土能力超过

３ ３ 亿吨ꎬ森林蓄水能力达到 ９５０ 亿立方米ꎻ森林粮库食物(以下简

称“林粮”)经营面积达到 ８８００ 万亩ꎬ年产“林粮”１８００ 万吨ꎻ林业

综合产值达到 ７５００ 亿元ꎬ农民人均林业收入超过 ４０００ 元ꎬ森林生

态服务价值达到 ２ １ 万亿元ꎻ森林年碳汇量达到 ０ ９５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ꎬ碳储量达到 ９ 亿吨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省森林面积达到 ２ ６５

亿亩ꎬ森林固土能力超过 ３ ５ 亿吨ꎬ森林蓄水能力达到 １０００ 亿立

方米ꎻ“林粮”经营面积达到 １ 亿亩ꎬ年产“林粮”２０００ 万吨ꎻ林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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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产值达到 １ 万亿元ꎬ农民人均林业收入超过 ６０００ 元ꎬ森林生态

服务价值达到 ２ ２ 万亿元ꎻ森林年碳汇量达到 １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ꎬ碳储量达到 １０ 亿吨ꎮ

二、建设内容

充分发挥森林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基础性、战略性作用ꎬ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ꎬ统筹谋划“天府森

林四库”建设ꎬ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ꎮ

(一)着力建设长江黄河上游“绿色天然水塔”ꎮ 发挥森林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径流、改善水质等作用ꎬ加强森林生态系统

建设ꎬ实现以林补水、以水养林ꎮ 在江河源头区建设水源涵养林ꎬ

在江河湖泊(库)两岸以及易发生水土流失区域建设水土保持林ꎬ

巩固提升森林固土保水能力ꎮ

(二)着力构建多元化森林食物供给体系ꎮ 围绕践行大食物

观ꎬ以生产绿色化、产品特色化、经营融合化、装备现代化、全程科

技化、服务便利化为取向ꎬ坚持市场主体、因地制宜ꎬ注重高质量、

突出“森林味”ꎬ大力发展经济林果和林下食物产业ꎬ全面提升优

质森林食品供给能力ꎮ

(三)着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ꎮ 立足森林产品变

商品、资源变资本、价值变产值ꎬ围绕森林物质产品更能“卖钱”、

森林文化资源更能“变钱”、森林保护修复更能“换钱”、森林生态

价值更能“藏钱”ꎬ大力培育木竹加工、林产化工、苗木花卉、生态

旅游康养等业态ꎬ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ꎮ

(四)着力增强森林固碳增汇功能ꎮ 推进国土绿化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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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增加森林面积ꎬ扩大森林碳库容量ꎮ 加强中幼林抚育ꎬ增加森

林蓄积ꎬ提高森林碳库质量ꎮ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和灾害防控ꎬ

减少森林碳损失和碳排放ꎬ巩固森林碳库存量ꎮ 科学建立林业碳

汇交易体系ꎬ积极推进森林碳库价值实现ꎮ

三、重点任务

(一)实施森林生态修复重大工程

实施长江上游干支流生态修复工程ꎮ 以横断山区水源涵养、

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土保持为重点ꎬ在长江上游干流(含赤水河)及

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大渡河、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岸带ꎬ开

展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湿地保护修复以及河谷退化

地生态综合治理ꎬ强化水源涵养林培育和水土保持林保育ꎬ优化林

分结构、改善森林质量ꎬ提升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功能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完成人工造林 ３０ 万亩、封山育林 ２００ 万亩ꎬ实施退化林修

复 ３５０ 万亩ꎮ (四川省林草局、发展改革委、水利厅等按职责分工

负责ꎬ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ꎬ以下均需市、县两级人民政府

落实ꎬ不再列出ꎻ国家林草局生态司、资源司支持指导)

实施四川盆周山区生态修复工程ꎮ 在岷山—邛崃山、大巴山、

明月山、乌蒙山、大小凉山等区域ꎬ开展水源涵养林建设、低效林改

造、退化林修复ꎮ 在干旱河谷及石漠化区域ꎬ开展水土保持林建设

和灾损创面、废弃矿山、河谷退化地生态修复ꎬ加强现有水土保持

林保护ꎬ着力解决水土流失、生态退化、森林水源涵养功能退化等

突出问题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完成封山育林 ６０ 万亩ꎬ实施退化林修复

１２０ 万亩ꎮ (四川省林草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等按职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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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生态司、科技司支持指导)

实施国土绿化综合项目ꎮ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

向ꎬ突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ꎬ准确识别区域生态问题ꎬ

统筹推进项目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ꎮ 聚焦重点生态区

域ꎬ支持在长江干流及金沙江、嘉陵江流域ꎬ秦巴山区、川西北黄河

水源涵养地、川西南干旱干热河谷区等区域ꎬ按规定申请中央财政

国土绿化资金ꎬ组织实施国土绿化综合项目ꎬ打造示范样板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完成国土绿化项目营造林 ２００ 万亩ꎮ (四川省林草局、财

政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生态司、规财司支持指导)

(二)精准提升森林质量

加强退化天然林修复ꎮ 以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为重点ꎬ对

株数密度不合理、森林健康问题严重的林分ꎬ以及年龄老化、枯腐

明显、幼树幼苗更新不良的林分ꎬ精准识别退化成因ꎬ采取抚育间

伐、更新采伐、卫生采伐以及树种结构调整、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

措施ꎬ实施退化天然林修复ꎬ全面提升天然林固土保水、固碳释氧

等功能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实施退化天然林修复 １０００ 万亩ꎮ (四川省林

草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生态司、

资源司、生态中心支持指导)

加强人工林改造培育ꎮ 以川中人工柏木纯林和川南竹林为重

点ꎬ提高森林质量和林地生产力ꎬ培育健康稳定高效的森林生态系

统ꎮ 坚持分类经营ꎬ综合采取抚育、补植等措施ꎬ推动人工公益林

同龄林变异龄林、单层林变复层林、纯林变混交林ꎮ 采取采伐、更

新改造等措施ꎬ推动人工商品林降低林分密度ꎬ改善林分结构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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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木竹材生产能力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实施人工纯林改造 ５００ 万亩、低

效竹林改造 ３００ 万亩ꎮ (四川省林草局负责ꎬ国家林草局生态司、

资源司支持指导)

加强珍贵大径级木材培育ꎮ 坚持多功能、全周期、近自然的经

营理念ꎬ着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珍贵大径级用材林基地ꎮ 对松、

杉、柏等人工针叶纯林采取抚育间伐、补植补栽等措施ꎬ培育大径

级木材ꎮ 对低产低效天然次生林采取更新改造等措施ꎬ培育以桢

楠、香樟等为主的珍贵大径级木材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改造培育珍贵大

径级用材林 ２００ 万亩ꎮ (四川省林草局负责ꎬ国家林草局生态司、

资源司支持指导)

(三)积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大力发展木竹加工ꎮ 推进木材资源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经

营ꎬ支持发展结构刨花板、定向刨花板及其深加工产品ꎬ鼓励发展

集成材、科技木、高性能木质重组材等新兴木材产业ꎬ推进木家具

产业提档升级ꎮ 实施“以竹代塑”行动ꎬ积极开发竹日用品、竹建

材、竹家具、竹装饰、竹包装等产品ꎬ有序发展竹纤维纺织、竹原纤

维、竹基纤维复合材料等新兴产业ꎬ巩固拓展竹浆纸一体化发展优

势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省木竹人造板产能达到 １０００ 万立方米ꎬ家具产

能达到 ５０００ 万件(套)ꎬ竹浆及造纸产能分别达到 ３００ 万吨、２００ 万

吨ꎮ (四川省林草局、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发改司支持指导)

积极发展特色经济林ꎮ 推进核桃品种改良、定向培育、集约经

营ꎬ加强核桃脱皮、清洗、烘干等就地初加工ꎬ提升核桃油、乳、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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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加工能力和档次ꎮ 坚持相对集中连片ꎬ推进油茶林新造和低

产低效林改造ꎬ开发茶油精炼、副产品综合利用等精深加工ꎮ 加强

区域性油橄榄良种选育ꎬ推进扩面增产ꎬ提升橄榄油及养生、保健、

美容产品等精深加工能力ꎮ 优化竹笋产业布局ꎬ加强优质笋用竹

林基地定向培育ꎬ加快竹笋系列产品开发ꎮ 以川产道地药材分布

区为重点ꎬ调整优化杜仲、黄柏、厚朴、乌梅、银杏、红豆杉等木本药

材布局ꎬ改造提升基地质量ꎮ 积极发展生物质能源和林产化工业ꎬ

巩固竹炭、颗粒燃料生产加工ꎬ发展樟叶油、香桂油等非食用油料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省木本油料等“林粮”产量超过 ２０００ 万吨ꎮ (四川省

林草局、经济和信息化厅、科技厅、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

家林草局发改司、科技司支持指导)

科学发展林下经济ꎮ 大力发展林下种植ꎬ以林业产业基地为

主要载体ꎬ推进林下竹荪、大球盖菇、香菇等食用菌标准化种植ꎬ适

度扩大林下种植黄连、石斛、当归、半夏、茯苓等道地药材基地规

模ꎮ 适度发展林下养殖ꎬ推广林禽、林畜、林蜂等养殖模式ꎮ 完善

林下生态养殖技术规程ꎬ扩大轮养、放养和种养循环的规模ꎮ 建立

林下野生产品可持续采集利用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ꎬ引导林区群

众适时、适度开展林下野生菌类、野生药材、山野菜或者松脂、松籽

等产品采集ꎮ 推进林下产品初加工ꎬ鼓励就地集中建立林下产品

清洗、分选、加工、包装、保鲜等初加工及冷链物流体系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省林菌规范化种植或者采集面积达到 １０００ 万亩ꎬ年产菌类

２００ 万吨以上ꎬ建成森林药材规范化基地 ２００ 万亩以上ꎮ (四川省

林草局、农业农村厅、中医药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动
—７—



植物司、发改司、科技司支持指导)

实施森林旅游康养提质行动ꎮ 依托各类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

区和周边区域以及现代林草产业基地ꎬ突出培育大熊猫、大峨眉、

大九寨、大香格里拉、大贡嘎、大蜀道、大竹海等生态旅游品牌ꎬ打

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ꎮ 完善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步道、游憩线

路ꎬ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环线ꎮ 支持规范举办生态旅游

节会和森林生态产品推介活动ꎮ 发展体验、运动、探险、露营、文化

等“森林＋”新业态ꎬ开发森林康养产品ꎮ 提升一批森林生态旅游

景区ꎬ打造一批森林康养、自然教育基地ꎬ建设一批森林特色乡镇、

森林步道、森林民宿、森林露营地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省生态旅游康养

产值达到 ３３００ 亿元ꎮ (四川省林草局、文化和旅游厅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林场种苗司支持指导)

推进森林碳库价值实现ꎮ 聚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普

惠机制建设ꎬ推进林业碳汇项目开发ꎬ打造一批四川林业碳汇特色

品牌ꎬ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林业碳汇项目建设ꎮ 推动林业碳汇

多元交易ꎬ构建四川碳普惠机制ꎬ拓展区域性林业碳汇消纳渠道ꎮ

探索完善“林业碳汇＋生态司法”修复等模式ꎬ鼓励企业、单位和个

人购买林业碳汇履行社会责任ꎮ 创新林业碳汇金融机制ꎬ鼓励金

融机构开发基于林业碳汇量的金融产品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全省林业碳

汇项目包装规模超过 ３０００ 万亩ꎬ森林碳库生态价值转化体系基本

形成ꎮ (四川省林草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

境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生态司、发改司支持指导)

(四)着力维护森林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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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森林资源管理ꎮ 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ꎬ严格林

地用途管制、林地使用审核审批和使用林地定额制度ꎬ严控林地转

为非林地ꎮ 合理优化公益林比例ꎬ放活商品林采伐政策ꎬ取消人工

商品林主伐年龄限制ꎮ 推行集体人工商品林采伐指标进村入户ꎬ

实施“一窗受理” “一站式办理”采伐审批ꎮ 做好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化普查和年度监测ꎮ 加强翠云廊古柏等重点古树(群)保护ꎬ开

展千岁古树名木保护三年行动ꎬ建设一批省级古树公园ꎮ (四川省

林草局、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

草局生态司、资源司、发改司支持指导)

健全自然保护地体系ꎮ 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ꎬ加强大

熊猫栖息地保护修复ꎬ加强黄土梁、泥巴山、拖乌山等重点生态廊

道建设ꎮ 有序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小水电清理退出和矿山

生态修复工作ꎮ 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ꎬ强化自然保护地分区

管控ꎬ制定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ꎬ出台地方级自然公园

管理办法ꎮ 加快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创建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基本建成ꎬ实施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修复 ５２００ 万亩ꎬ森林

碳储量稳定在 ２ 亿吨以上ꎮ (四川省林草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

源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保护地司、规财司、国家公园

中心支持指导)

提升森林防灾减灾能力ꎮ 常态化推进森林防灭火工作ꎬ完善

“省、市、县、乡、村、护林员”六级网格化管理体系ꎬ推动乡镇、国有

林经营单位建强火情早期处理队伍ꎮ 加强野外火源管理ꎬ动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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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安全隐患ꎬ及时科学处置森林火情ꎮ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

警ꎬ优化国家级、省级中心测报点建设ꎮ 科学防治蜀柏毒蛾、云南

松毛虫等分布广、危害大的林业有害生物ꎮ 强化松材线虫病防控ꎬ

推进林业有害生物社会化防治服务体系建设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森林火

灾受害率控制在 ０ ９‰以内ꎬ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４ ５‰以

内ꎬ无公害防治率超过 ９０％ ꎮ (四川省林草局、应急管理厅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生态司、防火司支持指导)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ꎮ 建立国家林草局、四川省政府建设“天

府森林四库”局省联席机制ꎮ 国家林草局负责业务指导ꎬ从政策、

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ꎻ四川省政府承担主体责任ꎬ负责任务

分解和组织推动ꎬ具体目标可根据情况变化予以调整ꎮ 加强“天府

森林四库”建设成效评估ꎬ开展综合效益监测ꎮ (四川省林草局、

统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生态司、科技司支持指导)

(二)完善支持政策ꎮ 建立财政引导、金融助推、社会参与的

投入机制ꎮ 按规定统筹整合中省林业草原专项资金ꎬ优化资金安

排方式ꎬ完善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措施ꎬ探索实施以效益为导向

的财政补助政策ꎮ 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特别国债ꎮ 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实施国家储备林项目ꎮ 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ꎬ进一步放活林地经营权ꎬ支持市场化方式收储分

散林权ꎬ优化林木采伐管理制度ꎮ 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的前提

下ꎬ支持依法利用林下资源、林间空地、林缘林地等发展林下经济、

生态旅游、森林康养、自然教育ꎮ (四川省林草局、财政厅ꎬ国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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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分行、农发行四川省分行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ꎻ国家林草局资

源司、发改司、规财司支持指导)

(三)提升服务能力ꎮ 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力量ꎬ加大

专家指导力度ꎮ 聚集新优品种选育等关键技术ꎬ建立一批省级及

以上重点实验室或者工程技术中心ꎬ培育一批“天府森林四库”高

新企业ꎬ培养一批技术创新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基层技能人才ꎬ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ꎮ 支持林农和其他社会主体按规定参与森林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ꎮ 统筹建设产地市场、集散地批发市场、

集配中心和区域性中心市场ꎬ扩大物联网示范应用ꎮ 加强宣传发

动ꎬ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ꎮ (四川省科技厅、经济和信

息化厅、商务厅、林草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ꎬ国家林草局发改司、科

技司、宣传中心支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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