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 读 人 ： 唐 海 波



发展思路

发展目标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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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重点任务

主要内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省委、省政
府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建设最美丽省份的决策部
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提高发展质量为核心，坚持融合发展、全产业链发展、
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加快构建开放型、创新型和高端
化、信息化、绿色化的文山林草产业体系，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林草生态产品的需
要，为全州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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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发 展 思 路



全州林草总产值

发展目标

经济林种植面积 一二三产业比例

到2025年达
200亿元

到2025年调整
到45∶34∶21

到2025年达
300万亩以上



“十四五”林草产业发展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2020年 2025年 备注

产业规模  
1 全州林草产业总产值（亿元） 132.82 200  
2 林草就业人数（万人） 8 10  
3 生态旅游人次（万人次/年） 800 1000  
4 经济林种植面积（万亩） 249.9 300  

产业素质  
5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比例 58：24：18 45∶ 34∶ 21  
6 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数（个） 1 2  
7 省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数（个） 14 17  
8 林业产业园区数（个） 0 3  
9 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康养人家（个） 2 41  
10 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个） 504 550  

资源基础  

11 

油茶基地面积（万亩） 72 102

100万亩木本
油料基地

核桃基地（万亩） 56 56
蒜头果基地面积（万亩） — 10
油桐基地面积（万亩） — 6
小计 122 174

12

八角基地面积（万亩） 84 94 100万亩香辛
料基地

草果基地面积（万亩） 17 17
砂仁基地面积（万亩） 17 20
小计 118 131  

13 木材加工基地面积（万亩） 220 250 100万亩用材
林基地

14 林业碳汇基地面积（万亩） — 100 100万亩碳汇
林基地

15 国家储备林基地面积（万亩） — 150



3大林产业
4个100万亩示范基地

以油茶为重点，核桃、油桐等补
充，建设100万亩木本油料基地；
以八角为重点，草果、砂仁等为
补充，建设100万亩香辛料基地；
以杉木为主，桉树、桤木、云南
松等为补充，建设100万亩用材
林基地；以国有森林资源为基础，
动员广大林农积极参与，建设
100万亩碳汇林基地。

8个特色产业

木材加工、核桃、坚果、
林果、林菜、林下药材、
油桐、森林康养8个特色产
业

油茶、八角、蒜头果产业。

发 展 格 局

利用好国家开发性、政策性和商
业性金融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储备林投资、运维和管理。采
取科学措施，建设150万亩国家储
备林基地，着力培育和保护珍稀
树种种质资源，培育储备乡土树
种，科学营造和发展速丰林、大
径级用材林和珍稀树种用材林，
定向集约提高国家木材资源供给
能力。

150万亩国家储备林基地



油茶产业

八角产业

蒜头果产业

完成新植油茶面
积30万亩，实
施补植补造和提
质增效50万亩
。

全州新植八角面
积10万亩，实
施提质增效和低
效林改造50万
亩。

种植面积达10
万亩。

重点任务



木材加工产业

核桃产业

坚果产业

新 建 杉 木 基 地
30万亩，全州
杉木基地面积保
存达250万亩以
上。

完 成 全 州 核
桃 提 质 增 效
和 低 效 林 改
造任务35万
亩。

新发展坚果基地
11万亩。

重点任务



林果产业

林菜产业

林下药材产业

新发展林果基地
10万亩。

新种植香椿5万
亩。

发展以三七、草
果、砂仁、苦参
、石斛、黄精等
为主等具有代表
性的文山特色品
种种植基地10
万亩。

重点任务



油桐产业

森林康养产业

林业碳汇产业

新发展油桐基地
6万亩。

培育全域森林康养试点
建设县3个以上，全域
森林康养试点建设乡（
镇）8个以上，国家级
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
12个以上，中国森林康
养人家18个以上，建设
森林、湿地、石漠化、
风景名胜区等主题公园
达到10个。

培育林业碳汇产
业面积100万亩

。

重点任务



国家储备林产业

观赏苗木产业

经营主体培育

建设国家储备林
基地面积150万
亩。

以木兰科为主的
观赏苗木总面积
达 到 2 万 亩 ， 鲜
花培植总面积达
2000亩，建立保
障 性 苗 圃 8 个 以
上。

力争培育2个以上国
家级龙头企业、农
民合作示范社，10
个以上省级龙头企
业或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新建农民专
业合作社10个以上
，力争建设林草产
业园区3个以上。

重点任务



完善产业发展服
务体系

加工升级

巩固脱贫成果与
助推乡村振兴

建成文山州林草标准委
员会，争取组织、指导
、审定、发布一批林草
地方标准。力争申报获
得“三品一标”认证3-
5个，创建产品品牌1-
3个。力争建成主要林
草产品交易市场1-3个
、林草产品直销智联平
台1个。

在油茶产区建立4个初
级加工企业。在蒜头果
产区建立初级加工企业
2个。规范提升木材初
加工厂5个以上。对2个
油茶精深加工企业进行
升级改造。对1个八角
精深加工企业进行升级
改造，加快对已引进的
2家蒜头果企业的建设
，新引进木材精深加工
企业2个以上。

争取继续实施生
态 护 林 员 指 标
1.42万名，实际
选聘1.55万名以
上，每年投入资
金1.42亿元，保
持实施5年。

重点任务



科技支撑

质量监管

数字化建设

建成文山州濒危植物引种繁
育中心，打造木兰科繁育保
护中心。建设油茶采穗圃2
个、种苗繁育基地2个；建
设八角采穗圃1个、种苗繁
育基地2个；建设蒜头果良
种繁育中心2个。建设油桐
种质资源收集圃1个。开展
八角病虫害防控试验示范，
面 积 8 0 0 0 亩 。 每 年 开 展
1000人次以上科技培训，培
养乡土人才200人以上。开
展油茶示范基地建设，面积
2000亩。

2025年前，完成林草
产品生产主体信息库建
设、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码建设5项、产品质量
检测体系3项、企业诚
信联盟建设3项、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1项。

开展林草产业资源数
字化建设，依托云南
省“林业双中心”和
云南林草产业大数据
管理平台，构建文山
林草产业大数据平台
。

重点任务



保障措施
健全规划实施机制

强化政策支持

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

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政府服务



结束语

    要落实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如何使绿水青山成为
金山银山，推动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是重要的实现路径。因此，
我们要充分结合山区资源特点，实施好《文山州林草重点产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中各项重点任务，积极为广大群众提供绿色、
丰富、安全的林草生态产品，不断壮大乡村产业、扩大就业、实
现富裕。真正将山区资源优势转化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巩固脱贫
攻坚，促进乡村振兴。



【保护碧水蓝天    共建绿色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