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有“浙南林海”之称的丽水市，
是浙江省最大的林区市、全国南方集
体重点林区市，靠山吃山，2100 万
亩郁郁葱葱的山林一直是当地农民
赖以生存的最大资产，被誉为“中国
生态第一市”。其中，龙泉市又是丽
水林业第一县。

然而，由于缺少相关权证和配套
制度，这片“绿色资产”长期沉睡着，
没有钱开发，也难以规模经营。砍
树、挖竹笋、种坚果，基本上就成了村
民利用竹山资源的主要方式。

青山、林海、清新的空气，这些
让城里人羡慕的家乡“珍宝”，对于
龙泉市上垟镇花桥村村民郑成喜来
说，见惯不怪，并不觉得有多少价
值。“采得多、管得少，收入有限，加
上现在人工成本高，资源渐渐变鸡
肋，许多山林没人照料。”老郑无奈
地说。和许多村民一样，为了生计，
每年他都外出打工，从来没有想过

自家的山林能够为他带来多少财
富。

如今，改变悄然发生了。在历经
全省统一的林业“三定”、完善林业生
产责任制、山林延包之后，近年来，一
场从龙泉兴起、在丽水市全面推进的
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破解了盘活
森林资源资产、以林权作为抵押物贷
款和经营权发证等三大难题，也创新
山区金融发展方式。

“林改就是要唤醒大山里‘沉睡
的资产’。”丽水市副市长任淑女说，
丽水敢为天下先的改革，使林权的
责、权、利清晰化、稳定化和法律有效
化，为充分发挥市场经济配置功能奠
定了基础。

现在，山林真的活起来了。“活树
变活钱”、“生态变资产”、“青山变金
山”⋯⋯品尝到改革甜头的丽水农民
用最质朴的语言，诉说着心中的喜
悦。

金秋早晨，龙泉市上垟镇种
植大户郑自友正跟几个工人在地
头上忙碌着。在他身后的山头，
今年刚刚种下去的香榧正在成
长。“每亩 40 棵，还套种着茶叶。
等明年开春，就是绿色一片了。”
郑自友指着还有些光秃的山头
说。

老郑原本是在福建做木材生
意的，偶然间了解到种植香榧、茶
叶等经济树种前景好，于是毅然
回家承包山地。起先都是东家承
包三四亩，西家承包五六亩，不成
片，而且是跟林农私底下签的协
议。

“手上拿着上百本林权证，心
里还是不踏实。”郑自友说，林业
经营投入大，投资期限长，回报
慢，万一投入后农户反悔，损失就
大了，此外，一些农户外出难联系
上，造成砍伐树木等难题。

随着去年8月龙泉推出了《龙
泉市林地经营权流转证登记管理
办法（试行）》，林地经营权流转证
作为证明林地流转关系和权益的
有效凭证，并作为林地流转受让
方实现林权抵押、林木采伐和其
他行政审批等事项的权益证明，
在保护林农切身利益不受损害的
同时，也消除了林业生产经营者

的后顾之忧。
“《流转证》的发放，实际上是

对流转的林地经营权进行确权，
为林地流转受让方实现林权抵
押、林木采伐和其他行政审批等
事项提供权益证明。”龙泉市林业
局局长徐怀坤说，“这不仅促进了
经营大户放心地去流转、投入和
经营，还允许经营大户拿着该证
到 银 行 抵 押 贷 款 ，解 决 融 资 难
题。”

这项制度推行以来，龙泉市
已发放《林地经营权流转证》139
本，林地流转面积达 32199 亩，流
转证抵押贷款 67 笔，数额达 2907
万元。首批领到流转证的郑自友
放开膀子谋发展，今年一口气流
转了 200 户林农的 2200 多亩林
地，并投入了数百万元资金。

此外，龙泉还在保障农民的
权益基础上，引导农民探索林权
流转、规模经营新模式，采取转
让、分成、租赁、托管、入股、互换
等方式进行林权流转，形成了“林
保姆”、股份制企业、租赁经营企
业等多种规模经营主体。

龙泉不少农民无心守着那点
吃得饱、富不了的山林，选择了外
出经商、务工。山林疏于管理、林
相破败、林地退化，经济与生态效

益难以充分发挥。“山林没人管是
不行的。我不忍心看着山林荒
废，就想替他们管起来。”道太乡
王庄村农民周水其左思右想，脑
中冒出了代管山林的想法。从
2006 年起，他以代管、收益按比例
分成等形式，管护了本乡 9 个村
132 户（含集体）的疏林低产山和
荒山 2.1 万多亩，其中荒山造林
1000 多亩。他所造林的山场，苗
木成活率均在 90%以上，且长势
喜人。

目前，龙泉已成为林权流转
全 省 面 积 最 多 ，流 转 率 最 高 的
县。累计林权流转 98.4 万亩，流
转率 25%，占丽水市的 76%，占全
省的 7%。林业规模经营激发了
林农发展效益林业的积极性，现
已形成家庭林场型、托管林保姆
型、股份合作型、租赁经营型、专
业合作型等多种新型林业经营
市 场 主 体 408 家 ，参 与 农 户 达
17540 户 ，占 龙 泉 全 市 农 户 的
29％。

3.机制之变

一直以来，生态公益林林农
每年只能获取每亩十几、二十元
的生态补偿金。这些生态资源如
何变成更有效的资产？借助金融
手段，龙泉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今年7月底，龙泉市住龙镇政
府代表所辖水塔村与万向信托签
下公益林收益权信托计划合同
——“万向信托-绿色摇篮 1 号”。
该村 115 户村民，有 112 户、共 3.8
万亩生态公益林参与了这次信托
项目。这标志着首单以生态公益
林地为标的的信托项目正式运营。

林地信托给村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水塔村村委会主任
张定胜说，最大的好处是以前每年
领一次的公益林补偿金变成了收
益权证，合作社做担保，凭证可以
作为抵押物，死钱变活钱了。以前
农民贷款很难，一户贷款要找两三
家去担保，很麻烦。现在有了凭
证，而且利息也降低了，只要三厘
多。此外，信托收益权凭证还可以
通过产权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据测算，农民凭借凭证每年
每亩直接增加收益 2 元，如果计
算上激活林地资产后的其他金融
价值，信托期内每 5 年平均每户
可新增 2.96 万元的信托凭证资
产。农户可以以其获得的信托凭
证对应的信托财产价值按照一定
折扣率进行抵押。若按 80%的抵
押率，则信托期内每 5 年平均每
户可获得2.37万元的贷款。

“引入信托将改变空守着绿
色青山宝贵生态资源，没资金发
展生产的尴尬局面。”龙泉市林业
局局长徐怀坤表示，接下去，还将
在龙泉全县推广这类生态林地信
托项目。

龙泉外向型林业龙头企业众
多，获得的木材和加工品要进入
欧美高端市场必须通过严格的
FSC（森 林 管 理 委 员 会）认 证 。
FSC 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
评估、授权和监督，来提高森林可
持续经营的能力。

龙泉鼓励这些企业与林农合

作，成立“企业+农户+基地”的合作模
式，满足FSC森林体系认证要求，规
范林业企业对环境负责、对社会有
利和经济上可行的森林经营行为，
最终使生态、林农、企业三方受益。

浙江能福旅游用品公司和龙
声玩具公司就是首批尝试“企业+
农户+基地”的合作模式的企业。
两家公司与林农为保持良好的森
林生态环境成立了造林合作社，
以“企业+农户+基地”的模式，对
林产进行规范化管理。以龙声玩
具公司为例，他们经营认证林地
面积 82840 亩，其中生态公益林
55438亩，囊括了水塔村全部的公
益林。2011 年至 2014 年，公司更
新造林 850 亩，抚育 2480 亩，投资
苗木 70000 多株，有效保护了森
林资源和林业生态。对于林农来
说，在得到公司的补贴、返利的同
时，每立方认证木材能多卖 50 元
至 60 元，更能有一个良好的居住
环境，何乐不为！对于公司来讲，
企业材料来源有了保障，又有资

格进军欧美市场，名利双收！生
态资源值钱已成为现实。

龙泉更多生态资源正通过发
展旅游业变现。“避暑型农家乐”、

“高山养老基地”在龙泉如雨后春
笋纷纷建立。“好山好水好空气”
的龙泉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仅炉岙一村，全村就有 21 家农家
乐，床位达 300 张。自 2012 年以
来，当地炉岙农家乐接待各地游
客达 5 万多人次，营业收入 170 余
万元，人均年收入也由 3000 元增
至8000多元。

“在全市，我们将规划建设一
个面积 50 多万亩的世界竹海公
园，打造一批现代化生态旅游基
地。让‘华东植物摇篮’变成林农
的真金白银。”龙泉市委书记蔡晓
春介绍说。

生态变现，让村民环境意识
大大提升。“以前是砍树，如今是
看树。”村民说，“我们村大片的
原始森林都是宝贝，就连自家的
毛竹也是隔一年才砍一回。”

2.理念之变2.理念之变

经过“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
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

“三定”工作，明晰了山林权属，实现
了山定界，林定权，人定心，调动了千
家万户发展林业的积极性。

不过，要发展生产，资金又是
个大难题。和城里不一样，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山林等不动产虽握
有《林权证》，不能随意交易，难以
用作抵押，成为农民贷款难的主要
原因。

如何让“活树”变“活钱”，搞活绿
色银行？“关键是要让这些资产流动
起来，可以交易，才有价值。”丽水市
林业局项旭平局长说，“这就要具备
有效的权证、评估机制和交易平台，
缺一不可。”

作为林权抵押贷款首批试点县，
龙泉成立了县级林权管理中心、林权
交易中心、森林资源评估中心、林权
抵押贷款服务中心，具备了林权登
记、评估、交易等机制。

为了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龙泉
全面推广“林权 IC 卡”。林农凭着

“林权 IC 卡”，就可以查询所承包的
每一块山林的坐落位置、地形地貌、
林地、面积、林木蓄积、山林价值等相
关信息，并可依此 IC 卡直接办理林
木采伐、林权抵押、林地流转等手
续。据悉，目前龙泉已累计完成全市
林地所有权100%和经营权70%的林
权勘界工作。凭卡办理贷款时间也
从一周缩短到半天。

龙泉已经成为全省林权抵押贷
款额度最多，受益农户最广的县。截
至目前，龙泉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2.8 万笔 17.2 亿元。其中小额循环贷
款余额 7885 笔 4.8 亿元，占贷款余额
84%；林权直接抵押 8702 万元。全
市 52%的林农享受到林权抵押贷款

带来的实惠，户均贷款达3.3万元，有
力地支持了林业生产、竹木企业、森
林服务业，实现林业一、二、三产全覆
盖。

为了满足农户更多、更简便的贷
款需求，龙泉还实行抵押创新。上垟
镇花桥村惠农担保合作社就是其中
之一。龙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
责人介绍说，该合作社是当地村民共
同出资 50 万元组建的，是一个拥有
独立法人的村级经济组织，旨在村级
农户和金融机构之间搭建一个简便
的流转平台，成为破解农村抵押贷款
难的有效途径。

“以前家里的林、地、房产都没办
法用于抵押，农民们要想贷款，只有
找人担保，费时费力。”获得 10 万元
贷款的花桥村村民马上德说，“现在
有了合作社，资产变活了，需要贷款，
可以将山林、土地、房屋等证件抵押
给合作社，合作社审核同意并签核意
见章后，村民即可以到信用合作联社
领取贷款，而且贷款的利率也有很大
的优惠。我这 10 万元，一年节省利
息 4000 多元，可以让家里多种 2000
多袋香菇了，算起来又增收了万把块
钱。”

林权抵押贷款让林农倍加珍惜
自身信用。今年 3 月份，村里的担保
合作社让花桥村有位曾经贷款逾期
的村民感到信用的重要性，主动还清
了老账。“以前路过银行、信用社都要
远远绕道，现在在村担保合作社帮助
下，还能再贷 10 万元。”这位村民感
慨地说。“我们村原来有不少农民欠
着信用社一两万块贷款，现在已经全
部还清了。村民们都知根知底，天天
见面。在自己村里贷了款到期后，大
家还贷积极性更高了。”该村村委会
主任介绍说。

1.林权之变

一场自龙泉兴起的丽水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激活林海

龙泉：山林“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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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石街道秋丰村的陈山头自然村，农户潘夏兴在流转的林地种油茶。塔石街道秋丰村的陈山头自然村，农户潘夏兴在流转的林地种油茶。

公益林信托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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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林地经营
权流转证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