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关县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政策解读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实施方案》的政策背景

                    2023年3月6日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印发了《文山州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实施方（2023—2025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建设现代林草产业体系，实
现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加快推进马关县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制
定马关县的实施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
讲话精神，深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林草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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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林草
资源经济，加快构建开放型、创新型和高
端化、信息化、绿色化的马关特色林草产
业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和
优质林草生态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实
现“3815”战略目标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
支撑。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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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3 标题4       到2025年，力争县林草综合产值达到4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0%以上，一二三产业比例调整到

45∶34∶21。力争培育省级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示范社4个以上。力争建设林草产品加工示范园（基地）

1个以上，确保产业集群和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水平显著提升。

       按照“1+3+8”的产业发展思路，优化产业布局，引导建立若干产业集群，着力构建“林下三七+3

大林产业（油茶、木姜子、八角）+6个特色产业（木材加工、林果、林菜、林下药材、五倍子、森林康养）

+4个1万亩示范基地（木本油料、香辛料、用材林、经济林）+19.5万亩国家储备林基地”的林草产业发展

格局。



      1.林下三七产业。在保护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文山三七的市场、产业集群和品牌优势，

科学合理利用林地资源，推动林下三七种植规模化、

绿色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到2025年，实现林

下三七种植面积300亩，综合产值占三七产业综合

产值的比重逐步提高。

      2.油茶产业。抢抓国家扶持油茶产业发展机遇，

坚持良种良法，推动油茶种植基地建设，不断扩大

油茶种植规模。通过更新改造、品种改造、抚育改

造等方式推进油茶低产林分类改造，不断提高油茶

产量质量。到2025年，新植油茶面积2万亩，全县油

茶保存面积达2万亩以上，年产油茶鲜果3700吨以上，

综合产值达1850万元。

重点任务



重点任务

       4.木姜子产业。大力

推进马关县木姜子产业发展，

2025年末全县种植木姜子3万

亩以上，2025年力争木姜子

鲜果产量达10000吨，从事初

精深加工企业3户，产值达2

亿元以上，完成木姜子地标

申报工作。

       5.木材加工产业。依

托国家储备林、“双重”工

程等项目，推进以杉木为主

的用材林基地建设，不断做

大做强木材加工产业。到 

2025 年，新建杉木基地5万

亩，全县用材林基地面积达

90万亩以上，木材加工产业

综合产值达10亿元以上。

       3.八角产业。统筹
国家和省级各项造林投资
政策，扩大八角种植基地
面积，加大八角提质增效
和低效林改造力度。到
2025年，全县新植八角面
积5000亩，实施提质增效
和低效林改造2万亩，力争
全县八角保存面积达3万亩
以上，年产八角鲜果15000
吨以上，综合产值达1.8亿
元。



       6.核桃产业。实施低

效林改造等，巩固核桃基地

建设成果，不断挖掘核桃精

深加工和销售渠道，逐步提

高核桃产业综合效益。到

2025年，完成核桃提质增效

和低效林改造任务0.5万亩，

核桃产业综合产值达0.32亿

元 。

重点任务

      7.澳洲坚果产业。

坚持“适地适树适法”原

则，完善澳洲坚果基地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逐步扩

大澳洲坚果种植基地，推

进澳洲坚果产业稳步发展。

到2025年，累计发展澳洲

坚果基地0.6万亩，澳洲

坚果产业综合产值达0.24

亿元。

      8.林果产业。依托

马关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自

然资源优势，采取组建合

作社、开展土地流转等方

式大力发展李子、桔子、

桃子等经济林果，打造马

关林果品牌。到2025年，

新发展林果基地 1万亩，

林果总面积达10万亩，林

果产业综合产值达5亿元。



     9.林菜产
业。积极探索
采摘、种植、
加工、销售一
体化经营模式，
大力发展以香
椿为主的林菜
产业。到2025
年，新种植以
香椿为主的林
菜0.1万亩，林
菜产业综合产
值达0.4亿元。

重点任务

     10.林下药材
产业。通过技术培
训、试验示范、引
进企业、组建合作
社等，大力推广道
地品种、规范种植、
野生抚育、仿生栽
培技术，扩大以草
果、砂仁、山豆根、
黄精等为主的林下
中药材种植面积。
到2025年，新植林
下药材面积6万亩，
林下药材面积达30
万亩以上，综合产
值达12亿元。

     11.森林康养产业。
科学利用森林生态环境、
景观资源、食品药材和
文化资源，积极探索森
林康养与医疗、教育等
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大
力兴办保健养生、康复
疗养、体育、健康养老
等森林康养服务，加快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到
2025年，力争培育全域
森林康养试点县1个，
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乡（镇）2个以上，国
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基地1个以上，中国森
林康养人家2个以上。

      12.其他产业。
开展全州林业碳汇资
源调查，发和培育碳
汇林2万亩。加大乡土
树种培育推广力度，
以“县树”马关木莲、
县花“三角梅”为主
的观赏苗木总面积达
到0.1万亩以上，木兰
科为主的观赏苗木达
0.3万亩以上，不断加
快苗木产业化进程。
充分发挥森林立体效
应，大力发展林下养
殖，林下养殖示范基
地达3个。



      2.加强资源保护。结合“三区三线”划定和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全面提升重要生态
区域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制定林草产业发展
负面清单，合理确定适宜发展的林草产业类别、规
模及利用强度。支持依法依规在公益林发展林下经
济。严禁在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发展林下种养，严禁
以发展林下经济为名擅自改变林地性质或毁坏林木。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马关县林草产业
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将
林草产业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制定林
草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定期研究
调度，推动重要政策、重点工作、重大项目落
实落地。

保障措施

       4.加强宣传引导。采取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深入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宣传工作，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营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和社会氛围。发挥直播平台作用，线上线下融合多渠道拓

展国内外市场。

      3.加强政策扶持。全力争取中央、省级、州级项目
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积极扶持油茶、八角、木姜子等林
草产业品种改良、收储贴息、冷链仓储、初加工机械一体
化、产品精深加工等项目建设。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
等方式，对纳规企业给予扶持。探索建立国资平台托底收
储补助政策。扩大林草贷款贴息规模，将营造林、收储加
工林草产品等贷款纳入财政贴息范围。鼓励金融机构拓展
服务，扩大林权抵押等贷款规模，开发林草全周期信贷产
品，探索林草业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和生态补偿收益权质
押贷款。严格执行用地保障、税费减免、农机购置补贴、
农业生产用电等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