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市长郭瑞民（前右一）视察河区林权中心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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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河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现场会在河区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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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攻坚战，事
关生态建设和农民切身利益。 河区在
“林改”工作中，阳光操作，公开透明，扎实
推进， 终于解开了林业健康发展的死结，

使山乡更加兴旺、林区更加和谐、农民更
加富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河区是信阳市的一个林业大区，位于
河南省南部，大别山北麓，辖八个乡镇、八个
办事处，总面积

1783

平方公里，总人口
62

万
人。全区现有林业用地面积

179

万亩，其中集
体林业用地面积

146.7

万亩，占林业用地总
面积的

82%

。国有林业用地面积（鸡公山
林场、南湾林场）

32.3

万亩，占
18%

。

自
2008

年
9

月全面开展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以来， 该区已通过以家庭承包形
式为主， 明晰集体林地产权

143.77

万亩，

确权到户率达
98%

，基本完成主体改革任
务。同时，该区还积极推进配套改革，在
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林地流转、建
立专业合作社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实

践，取得了较好成效。

领导高度重视，全力以赴推进林改

河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工作， 成立了以区长邵春杰
为组长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并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林改办公室。

2008

年
9

月
27

日，河区委、区政府召开
高规格动员大会，区委书记霍勇、区长邵
春杰亲自参加会议并作了动员报告，对
河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进行了全
面安排。区政府还下发了《河区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对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

并将林改工作
纳入政府目标管理。

2009

年
6

月份和
11

月
份， 针对林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区委书记霍勇、区长邵春杰又
连续两次主持召开林改促进会， 对全区
林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安排，并及时解
决了林改资金短缺、技术人员不足、少数
同志思想认识不到位等阻碍林改工作顺
利开展的问题， 有力地推进了全区林改
工作。各乡镇、村组也都按照要求成立了
由主要领导挂帅的林改工作机构， 全区
上下形成了三级书记抓林改、 主要领导
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上下联动抓落
实的工作格局。自林改工作开展以来，区
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经常深入林区
进行实地调研和指导林改工作， 先后

10

余次主持召开林改工作会议， 协调解决
林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确保了
林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采取有力措施，想方设法抓好林改

一是积极宣传动员，营造改革氛围。

全区共印发林改知识宣传彩页
3

万余份、

《林改政策问答》

5000

余册， 出动林改宣
传车辆

90

余台次， 制作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电视专题宣传片两部， 并在信阳电视
台多次播放； 组织召开乡镇和村组林改
专题座谈会

46

次。区委、区政府领导带头
深入林区搞宣传， 进村入户与林农拉家
常、算大帐、讲政策。同时，区林改办还专
门安排熟悉林改政策的工作人员， 深入
林区开展林改政策和技术咨询服务。通
过深入宣传动员， 林区群众明白了为什
么要搞林改、林改的具体要求有哪些、林
改能给广大林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
处等问题，群众发自内心地关心林改、支
持林改、参与林改。

二是加大改革投入，确保资金需求。

林改资金到位与否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
度和质量， 这是全区上下形成的一致共
识。区委、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由区长
邵春杰亲自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专
题研究林改经费问题， 决定把林改经费
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拔出专项资金

300

万元用于林改工作。目前，全区各级财政
共投入林改资金

450

万元，区政府还为各
乡、镇、办事处统一配备了

GPS

卫星定位
仪、

1

：

10000

地形图、各类调查表格、林改
专用电脑和档案柜等物品， 确保了林改
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是明确责任分工，建立考核制度。

为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改革工作顺
利进行， 该区实行四大班子和各局委领
导分片包干制度， 建立各级政府林改目
标责任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并将林
改纳入各级政府年度目标进行考核。各
乡镇、 办事处也都分别抽调基层工作经
验丰富、 熟悉林改政策的同志组成林改
工作队，采取包村、包组的办法，深入基
层指导村组林改工作。

四是加强督导检查， 及时解决问题。

为准确掌握林改工作进度，及时发现和解
决林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区委、区政府
两办督查室专门抽调人员成立了

6

个督查
组，采取三天一督查、一周一通报、半月一
排队的办法，对各乡镇、办事处的林改工
作进行严格督促检查，对林改过程中出现
的困难和问题，做到及早发现，及时解决。

严格操作规程，确保改革不出偏差

此次林改政策性很强、技术要求高、

工作难度大，为了确保改革不出偏差，该
区按照《河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操作
规程》的要求，制定了林改确权发证操作
流程图， 要求林改工作的各个环节必须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 林改程
序必须严格， 村组林改方案必须召开村
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商议， 必须
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
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外业勘界
必须由专业人员参加， 利益双方当事人
必须到场指定边界， 确保宗地边界勾绘
准确无误；承包合同必须规范，公示内容
必须清楚明白，公示时间必须符合规定，

申请办证必须严格登记。

为了使乡、 村两级林改工作人员能
够真正掌握林改政策和相关规定， 确保
改革依法、规范、有序进行，区林改办专
门组织了两次林改业务培训班， 通过集
中授课讲解、实地操作演练、专题技术辅
导等方式培训林改骨干

500

多人，达到每
个村民小组至少有一名懂政策、会操作、

能指导的“明白人”。同时，为确保全区林
改顺利进行， 区林业局还向每个乡镇派
出
1

名—

3

名林业技术人员具体指导林改
工作， 确保林改政策不走样、 程序不漏
项、结果无偏差、群众都满意。

� 推进配套改革，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林权主体改革之后， 林农拥有了实
实在在的权益，但如何优化资源配置，达
到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扩大林农收入，实
现林业可持续发展， 是摆在河区林业
人面前的一大课题。 为了进一步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 该区在林改确权发证
工作大头落地的同时， 结合正在全市开
展的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
设，大胆创新，先行先试，积极参与金融
支持林业改革服务体系建设， 广泛开展
林农小额贷款（

5

万元以下）整村推进活
动，率先成立了全省首家“林业银行”，专
门为林农提供林业投资贷款服务。 成立
了林权储备、资产评估、流转交易、保险
信贷综合服务中心，搭建了政策咨询、信
息发布、资产评估、流转交易、贷款融资、

产权过户等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平台。制
订了《林权流转实施细则》、《林权抵押贷

款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具体的规章制度，

为深化林业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 引导
林农成立了林业专业合作社， 有效解决
了分散经营，无序管理、信息封闭、盲目
投资等问题， 实现了规模经营、 集约管
理、资源共享、效益优先的新型林业管理
模式，既有效保护了林农的切身利益，又
切实提升了林业的综合效益。

目前， 该区已通过林权流转交易中
心流转林地

32

万亩， 流转交易金额达
8400

万元； 帮助林农办理林权证抵押贷
款
8500

万元；成立林业专业合作社
47

家，

注册资金
1.6581

亿元， 入社社员达
4310

户，带动林农参与经营的达
1.2

万户，实现
销售收入

2

亿元。

集体林改改出了新天地， 林权流转
转出了新活力。林权抵押贷款让“绿色银
行”的储备资金真正动了起来，林权流转
交易让“沉睡多年”的森林资源充分活了
起来。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
2009

年
8

月
5

日视察河区林权流转交易
大厅时高兴地说：“林权制度改革很好。

林改为农民开辟了更多融资渠道。 干部
不能以权谋私，农民却可以以权谋利，使
死钱变活钱、小钱变大钱、虚钱变实钱。”

国家林业局林改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建兴
来河视察工作时， 对该区林改工作也
给予了充分肯定。

改革成效显著，林业持续协调发展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动了广大群众
的造林积极性。林改以来，河区森林资
源稳步增长， 仅

2009

年至
2010

年就完成
新造林面积

6.94

万亩，超额完成生态省建
设规划下达的年度造林任务， 取得了林
权制度改革与林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

协调发展的良好效果。

2008

年河区成
功创建省级林业生态示范区，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被信阳市政府评为林业
生态建设先进县区，受到了表彰和奖励。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了林业产业
的快速发展。为了稳固改革成果，确保林

业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该区把生态
建设与产业发展统筹兼顾， 把林业产业
作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林种结构、逐
步扩大产业规模，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引
导林农走合作化道路。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了农民得实
惠的改革目标。林改以来，河区出台了
鼓励造林的激励措施， 规定凡是成片造
林的，每亩补助

200

元；凡是种植茶叶，免
费提供无性系茶苗； 凡是

50

亩以上的成
片造林，全部按林业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目前，该区已形成了茶叶、板栗、用材林、

花卉、 苗木等独具豫南特色的林业经济
板块。 全区茶叶种植面积发展到

40.5

万
亩，年产茶叶

1500

万公斤，年涉茶总产值
达到

22.6

亿元；板栗种植面积发展到
45

万
亩，年均产鲜板栗

3000

万公斤，产值
1.4

亿
元； 杨树、 杉木用材林面积发展到

50

万
亩，苗木花卉种植面积发展到

3000

亩。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据测算， 该区林区农民每年来自林业的
人均纯收入达

5000

余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化解了一大批林
权纠纷， 有效解决了界线不清、 证件不
全、纠纷不断等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林
区的和谐稳定。林改开展以来，河区共
化解林权矛盾纠纷

171

起，群众利益得到
切实维护，没有出现一起上访事件。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
的护林积极性， 该区广大林农自发地组
织起来，巡山护林，林区偷砍盗伐现象大
为减少。

2009

年全区查处的各种涉林案
件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40.4%

。

河区委书记霍勇告诉记者， 下一
步， 河区将继续以中央林业工作会议
精神为动力， 坚定不移地推进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深入开展，努力实现资源增长，

群众增收的改革目标，进一步做好“四项
制度，一个体系”建设，让河区的山更
绿、水更清、天更蓝，生态环境更加优良，

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农村社会更加和谐。

图为副省长刘满仓（左一）视察河区林权中心时的情景。 图为国家林改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建兴（中）视察河区林权中心时的情景。

图为河南省委农办主任张学友（中）在市委书记王铁陪同下视察河区林权中心。

图为焦作市林业考察团来河区林权中心考察。图为河区委书记霍勇（中）深入农户查看林权证发放情况。 图为河区区长邵春杰（中）到区林权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图为市委副书记王道云（左一）陪同辽宁省农办负责同志到河区林权中心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