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林函〔2020〕211 号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印发开展大径材基地 

建设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部门，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省

属国有林场： 

现将《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开展大径材基地建设推进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广东省林业局 

                             2020 年 8 月 13 日 

 

 

 

 

 

广 东 省 林 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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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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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开展大径材基地建设 

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指导意见 

 

大径材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是高质量生态产品的基础，

是林业产业兴盛的依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载体。开展大径

材基地建设是提高森林经营水平、精准提升森林质量的重要手段；

是维护生态安全、满足人民高质量生态产品需求的重要途径；是

巩固提升造林绿化成果、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缓

解木材供需矛盾、保障木材安全的重要保障。结合我省实际情况，

现就我省开展大径材基地建设、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提出如下

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紧围绕“调结

构、提质量、增资源、增效益”建设目标，以建设大径材基地为

抓手，加强森林资源培育，精准提升森林质量，优化林分结构，

多培育大径材，推动多目标经营，有效增加优质大径级木材储备

和林业生态产品供给，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林业强

省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加强政府在政策扶持、标准制

定、规划编制等方面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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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作用，调动经营主体参与大径材资源培育的积极性。 

2.坚持区域协调、统筹建设。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和林业发展情况，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加强规划管理，

合理布局，推动大径材基地建设，实现区域之间森林资源培育协

调发展。 

3.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根据立地条件和经营目的，在

不影响森林主要功能发挥的前提下，选择培育最适宜的优良乡土

树种和珍贵树种，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目的。 

4.坚持精准经营、全程管理。以大径材为培育目标，科学合

理编制经营方案，做好作业设计，全过程进行精准经营管理，调

整优化林分结构，有效促进林木生长。 

（三）建设目标。选择我省自然条件适宜地区，以国有林场为

主体，发挥国有林场先行示范作用，示范带动林业企业、林业合

作社、家庭林场、林业大户等参与大径材基地建设。2021-2025

年建设 250 万亩，其中：公益林大径材基地 200 万亩，商品林大

径材基地 50 万亩，有效增进国家木材安全、生态安全，有力助推

乡村振兴，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二、建设方式 

（一）现有林提质培育。选取立地条件较好，林木总体生长状

况良好，且有目的树种的林分，通过采取目标树选择、择伐、抚

育、经营管理等技术措施，改善林分结构和生长条件，促进目标

树向大树生长，达到培育大径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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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有林改造培育。选取立地条件较好，林木总体生长状

况尚好，但目的树种不明确的林分，通过林地整理、补植措施增

加目的树种，并通过抚育、目标树选留、经营管理等技术措施，

达到培育大径材目标。 

（三）新造林培育。选取立地条件较好的疏林地、采伐迹地、

火烧迹地及其它适合培育大径材的林地上进行人工栽植造林，并

按科学的技术措施进行经营管理培育大径材。 

三、建设条件 

建设大径材基地要综合考虑有利于森林经营利用和发挥森林

多功能效益，选择交通便利、自然立地条件好、林地权属清晰、

面积规模适当的地方。 

（一）交通条件。具备通车条件，便于大径材资源的生产、经

营和综合利用，便于建设成效易于示范带动，便于亲近利用体验。 

（二）立地条件。土层深厚、肥沃、水肥条件较好的低山、缓

坡地或丘陵，石砾含量较少，林地生产力较高的林地。 

（三）林分条件。针对现有林提质培育、改造培育类型，林分

生长情况良好，培育大径材目的树种优势突出，具备培育大径材

的潜力，通过实施森林培育措施能短期显现成效。对当地森林质

量提升和培育大径材具有典型示范作用，重点是现有的各类示范

林。 

（四）经营条件。林地权属清晰，在经营期限内不存在林权纠

纷；建设主体具有较好的森林资源培育经验，具有较高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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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五）面积规模。基地分布相对集中连片，具有一定面积规模

（2000 亩以上），单一或兼有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种大径材基地类

型。 

四、建设措施 

（一）科学选择培育目的树种。公益林大径材基地目的树种以

红豆杉、乐昌含笑、楠木、香樟、火力楠、红锥、罗浮栲、木荷、

任豆、南酸枣、阿丁枫等乡土阔叶树种为主；商品林大径材基地

目的树种以杉木、格木、香樟、火力楠、红锥、罗浮栲、铁刀木、

观光木、大叶桃花心木、柚木、黑木相思、红椿等树种为主。 

（二）合理配置树种。采取目的树种和辅助树种混交的方式形

成混交林，促进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有利于目的树种生长。通

过后期的精准选培，逐渐伐除辅助树种，调整林分密度结构，达

到培育大径材的目标。 

（三）精准经营培育。主要包括割灌除草、松土扩穴、追肥、

培土、补植等措施。 

1.林地整理。主要针对现有林分，清除枯死木和妨碍林木正

常生长的草灌、藤蔓、部分非目的树种，清理出林分生长空间或

林中空地。 

2.补植目的树种。针对目的树种不明确或目的树种株数较少

的现有林分，在经过林地整理后出现的林窗中，根据立地条件和

经营目的补植目的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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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准选培。针对目的树种明确或目的树种株数较多的现有

林分，按照一定间隔期，对非目的树种和辅助树种，主要采取抚

育间伐措施，合理选培目标树，分次伐除非目标树，逐步调整林

分密度；对选培目标树，采取施肥、修枝等抚育措施，促进林木

径向生长。根据经营目标、不同树种和林木生长情况，全周期精

准选培需要开展 2-4 次。 

4.选定目标树。经过多次精准选培后，在目的树种中选定目

标树，伐除非目标树和辅助树，每亩林地上目标树最终控制在

30-50株。 

（四）新造林培育。以培育大径材为目标，科学选择和配置造

林树种，推广良种造林，选用两至三年生优质容器苗；实施三年

五次的抚育施肥，定株抚育，定期进行除草、松土、间作、施肥、

灌溉等，促进林分生长培育大径材。 

（五）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大径材基地的森林火灾防控、有害

生物防治、种苗基地建设、资源网格化管理、大数据应用等配套

设施建设。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技术指导服务。省林业局牵头组织有关科研院所高

校专家成立全省大径材基地建设咨询专家组，提供对策建议和技

术服务，指导各地大径材基地建设。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积极依托

咨询专家组，提供基地评价、基地选址、经营方案编制、作业设

计编制、林木良种选培、经营技术措施等方面服务，提升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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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水平。 

（二）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以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积极整合中

央和省级财政造林、抚育等专项资金投入大径材基地建设，鼓励

引导社会、金融资本投入参与，形成财政投入为主引导多元投入

参与大径材基地建设的格局。省财政按 500元/亩的标准，补助粤

北山区和东西两翼的大径材基地建设，用于现有林提质培育、改

造培育。新造林培育所需资金纳入中央和省级新造林项目、国家

储备林新造林项目。大径材基地建设涉及的森林防火、病虫害防

治等所需资金纳入相应的财政专项统筹安排。 

（三）创新经营管理机制。整合生产要素，促进资金、劳力、

林地等生产要素向大径材基地建设聚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基

地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开展中幼林抚育间伐，优先安排保障抚育

间伐所需采伐指标，简化抚育间伐审核手续、缩短审批时间。放

活一般公益林经营，适当开展抚育间伐，提高森林质量，推动多

目标经营。 

（四）加强项目组织管理。省林业局负责编制实施方案和建设

指引等，明确指标、细化任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组织省级

核验和成效监测。各地级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全市大径材基

地建设，因地制宜指导所辖县（市、区）开展建设。各县（市、

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根据建设任务编制年度实施方案，组织项

目入库申报和具体建设工作。各经营实施主体要根据相关的下达

任务文件、经营合同、经营承诺书、年度作业设计等组织开展抚

育经营活动、落实抚育经营措施、完成建设任务、实现建设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