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还是那座山，可那是我
的山。满山林子不再没人管，
我是永久的护林员。我栽树种
药养殖，这山是我致富山。”如
今，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
定心”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让
沉睡的山林成了老百姓的“绿
色银行”。

有人林下养土鸡，有人林下
种草药，有人靠林子开宾馆，还
有人靠着林子赚外汇……日前，
来自全省各地的林业系统代表
齐聚我市，现场观摩我市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大家一路
走、一路看，亮点一个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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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服务企业
法 院 在 行 动

嵩县法院：“放水养鱼”助力小微企业还贷300万元
2013年8月19日，嵩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法人代表来到嵩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向
该庭递交申请书：“我单位诉曹某担保借款
一案，经法院调解，现已和解执行，请求解除
对被告财产的查封和冻结。”并与该庭庭长
郭英杰握手致谢：“原以为300万元贷款要
变成死滞款，没想到，在法院巧妙调解下，全
部收回了，谢谢你们！”

2012 年 3 月，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向伊川某钢材公司发放贷款300万元。贷
款发放后，该公司因资金困难，未能按照约
定支付利息。2012年11月，嵩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将该公司及贷款担保人诉至嵩县

人民法院，要求终止借款合同，收回贷款本
息320余万元，并申请对被告财产进行诉讼
保全。

该案不仅涉及小微企业诉讼，而且涉及
县域外企业，嵩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按照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意见》
规定，该院采取一站式立案审批、移交审判
庭，并向院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领导小组组
长、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刚毅汇报。赵刚毅
听取汇报后，召集办案部门人员共同研判案
件，梳理办案思路，要求办案人员平等保护、
盘活企业、依法维权。

立案当天下午，主管副院长宋冰带领民

一庭办案法官携诉讼保全文书等手续来到
伊川，深入被告企业，了解其生产经营情况，
经实地察看，得知被告属于小微企业，生产
的钢材产品市场前景良好，因当前市场疲
软，导致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但钢材市
场趋向好转，企业经营正处于恢复期。此时
冻结被告账户或查封、扣押生产设备、产品，
将导致该企业倒闭破产。了解到这些情况，
办案人员立即返回，上门劝说原告采取灵活
保全措施，放弃对被告公司生产设备和生产
原材料的查封，变为对被告账户的动态监
控、对非生产性财产进行动态查封，“放水养
鱼”，盘活被告经营状况，提高被告还款能

力。同时，办案人员说服被告优先保障支付
贷款本息。经办案人员10余次往返，促使
原被告达成还款协议，被告企业生产经营得
以维持，并按期清偿原告300余万元贷款。
贷款全部收回，出乎原告意料，感激之余，主
动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被告财产的保全措施。

为落实市委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要
求，近年，嵩县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优化经
济发展环境服务县重点发展项目的意见》

《加强金融审判推动“5A 嵩县”建设的意
见》等，成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
组，推行法律服务官、院企定期座谈、三二
一审判等工作机制，站位全局、能动司法、

因需施策、延伸服务，帮助企业化解纠纷，排
除经营风险。截至目前，该院已连续6年向
县域企业派驻法律服务官，今年已集中开展
2 次法律服务官送法进企业活动，全力为

“5A嵩县”建设护航，被县委、县政府授予重
大业绩奖。

（马旭升 唐艳玲 郭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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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我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山定权、树
定根、人定心”，有效地解放了 1000 多万亩集体林地
的生产力，取得了“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的双赢。

然而，审视当前林权改革成果，我市仅仅处于山林
分好地块、经济有所起色的初级阶段。如何持续深化
林权改革，实现兴林富民？记者通过相关渠道搜集了
国内部分林业、经济领域专家的观点。

观点一
加强林权管理 保障农民权益

要建立林业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健全林权动态登记、
档案管理、承包合同管理、林权纠纷调解仲裁等制度，完
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规范林木和林地经营流
转行为，保障公平交易。要鼓励农民以山林为资本与龙
头企业合作，盘活森林资源，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观点二
创新政策机制 全面放活经营

要持续加大林业公共财政投入，完善造林、抚育、
保护、管理投入补贴制度，进一步落实森林防火、有害
生物防治、林木良种补贴政策。要完善农民经营林业
的自我发展机制，完善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和森林
保险机制，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大规模流向林业，
不断增强林业发展的活力。

观点三
加快职能转变 提升服务水平

林业部门要转变职能，着力强化服务意识、加强技
术服务、市场服务和信息服务。要发挥国有林场在良
种培育、丰产栽培、森林经营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技术
指导，带动周边林农科学营林。要鼓励发展农民林业
专业合作组织，解决好林地承包到户后一家一户解决
不了、解决不好的困难，同时加强技术指导、协调和服
务，使其成为农村现代林业建设的重要力量。

观点四
发展林下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各地要立足资源优势，突出特色，发展林下种植、
林下养殖、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产业，实现长中
短有机结合、上中下综合利用、林农牧复合经营，提高
林地综合利用率和产出率，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要发挥林业龙头企业的作用，推广“公司+合作组
织+基地+农户”经营模式，提高林业经营组织化程度，
实现林下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经营。

本报记者 白云飞 整理

深化林权改革
要“四管齐下”

嵩县车村镇山珍公司员工正在加工出口的槲叶

山定权
林业增效明显 铺就致富之路

在嵩县南部车村镇木札岭景区龙王
村，绿荫下的农家宾馆里不时传出欢声笑
语。30多岁的老板娘张红珍正和城里客
人一同下厨。

观摩团的到来让张红珍有些不知所
措。“林改分了多少林子？宾馆生意怎么
样？收入如何？”国家林业局林改司司长
张蕾把问题抛给了家里的“掌柜”王天文。

王天文的家庭宾馆开了4年，床位38
张。每年五一至十一，这里成了城里人纳
凉避暑的集聚地，每年收入10多万元。

龙王村地处深山区，林多地少。村里
开宾馆以前，家家户户种地和打工的收入
仅够生活开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林改后，村里依托自然风光，组织林
农以1.5万亩林地入股，与开发商合作建
成木札岭景区，股份收益按门票收入的
2%提取，村集体经济每年可获得12万元
红利。”车村镇党委书记娄军峰说，目前，
像王天文家这样的家庭宾馆龙王村有90
个，床位 2000 多张，全村 90%的人都从
事旅游服务行业，户均年收益达15万元，
是小有名气的小康村和旅游专业村。

并非所有的山区都像龙王村那样风
光如画。同样在嵩县，闫庄镇西庙岭村就
走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子。

漫山遍野的核桃树下，鸡鸣此起彼
伏。嵩县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说，这里的鸡
不一般，一到晚上要飞到树上睡觉，被称
为“爬树鸡”。

“地上栽核桃、树下养土鸡，一片地挣
双份钱。”该负责人说，村里依托万亩连片
核桃林木，成立了林下养殖合作社，带动
周边农户，产值达260万元。这两年“爬
树鸡”还申请了商标并通过了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收入年年增长。

截至目前，我市纳入林改范围的
1010 万亩集体林地，已完成林权发证
1002万亩，建成各类农民林业专业合作
社 533 家，发展林下经济 166 万亩，已成
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

树定根
积极种树护林 生态效益显现

张小平，50多岁，曾是嵩县纸房镇造
林专业户，靠种树养家糊口。如今，他已
是由230户造林户组成的林海造林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靠种树发家致富。

从养家糊口到发家致富，张小平和合
作社的社员们尝到了林改后老百姓竞相
种树的甜头。

过去林地归集体所有，老百姓你不管，
我不管，荒不荒跟自己没关系，所以，滥砍
滥伐、森林火灾等情况时有发生。“林权改
革让集体林变成了‘私家林’，农民真正成

为山林的主人。”张小平说，老百姓的种树
积极性一下子涌了上来。由于山高坡陡，
土壤贫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缺技术、少资
金，造林成效不明显，在此情况下，张小平
于2009年组织造林专业户成立合作社。

挑土填石，背水浇树，种一棵，绿一
片……如今，张小平的造林战场已经扩
展至伊川、宜阳、偃师等地，累计造林2.6
万亩，栽植侧柏等各类苗木500万株，社
员年均增收2万元以上，并且后期老百姓
对林子爱护有加，成活率十分喜人。

无独有偶，嵩县车村镇境内槲叶、柿
叶、竹叶类资源面积20多万亩，是全国粽
子、饭团等的包装叶类野生资源最密集、
质量最上乘的产地之一。林权改革后，明
晰了森林资源产权，镇上成立了山珍公
司，并组织到国外销售。“一片叶子出口日
本、韩国就是3毛钱。”公司总经理张献君
说，这满山的树叶其实就是老百姓的钞
票。现在，林农采集加工林木叶类的热情
高涨，对于树木保护也更加上心，生怕自
家林子被毁坏。

据统计，2007 年到 2012 年，全市森
林覆盖率提高至47%，比2007年年底的
42.8%提高4.2个百分点，超出规划目标2
个百分点，全市林业总产值达54亿元，约
为 2007 年年底 23.7 亿元的 2.3 倍，是规
划任务的120%。“耕好自家山，管好自家
林”已成为许多农民的自觉行动。

人定心
林权抵押贷款 仍要拓路前行

林权改革不仅是确权颁证的问题，其
意义在于让林农在“绿色银行”里存小钱，
赚大钱。

从去年起，我市在持续巩固改革成果
基础上，不断强化林权管理服务机构建
设、金融财政扶持等配套改革工作，先后
在嵩县、栾川等7个县（市）成立了林权管
理服务中心，有序推进林地流转、资源评
估、林权贷款等业务。

在森林参保，解决林农后顾之忧方
面，全市410万亩省级以上公益林纳入森
林保险试点范围，占全省的1/5；530万亩
商品林纳入森林保险试点范围，占全省试
点总面积的55%。

然而，林权抵押贷款的数字就不那么
“好看”了。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林权
抵押贷款只有4000多万元，抵押林地面
积也仅仅11万亩。

从理论上看，林权抵押贷款是林农和
银行的双赢选择。但由于林业投资风险
大、周期长、林农还本付息能力有限，银行
等金融机构参与林权抵押贷款的兴趣明
显不大。

我市林权抵押贷款尚处于探索阶段，
仅有栾川县等部分县区进行了“试水”。
各地林业管理服务中心和银行对贷款审
批慎之又慎。从贷款申请到项目考察、从
林权资产评估到办理森林资源保险，林权
抵押贷款步骤有10多项，需提供的资料
有近 20 种，林农至少往返 5 次才能办
结。钱拿到手，则是1个月以后的事了，
并且大多额度较小，期限较短。

“我市林地面积广，森林覆盖率达
47%，1002 万亩集体林地被分到林农手
中。然而，全市林业产业年产值不足 70
亿元，与丰富的森林资源严重不相称。”市
林业局总工程师姚孝宗说，林权抵押贷款

“破冰前行”，支撑林业经济项目开花结果
仍要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金志峰 文/图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全市集体林权改革深入推行，兴起的
林业经济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

走好深化集体林权改革这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