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生态脱贫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紧紧围绕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

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将巩固拓展生态脱贫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加

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生态产业提质增效，为实现巩固拓展

生态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云

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帮扶政策不变。过渡期内，要在巩固拓展生态

脱贫成果上下功夫、想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

特别是向国家、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继续保持天

然林停伐补助、生态效益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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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科技帮扶，提升基层一线工作能力。引导林草龙头企业

进入脱贫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提升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密切利益联结机制，

拓展脱贫群众增收空间。

——坚持帮扶措施有效。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政府、

社会、企业、脱贫人口等各方面的积极性，确保巩固生态脱

贫成果各项措施见实效、可持续、利长远，推动脱贫地区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目标任务

到 2025 年，脱贫人口通过参与生态保护、国土绿化和

生态产业发展，收入水平逐步提高，脱贫地区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生态脱贫成果得到

有效巩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满足能力不断提升。

到 2035 年，脱贫地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生态产业发

展水平显著提升，生态美、百姓富“双赢”局面基本实现。

二、主要任务

（一）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

过渡期内，保持脱贫地区生态护林员队伍总体稳定，逐

步调整优化生态护林员政策，加强生态护林员管理，明确管

护责任、管护边界，做好生态护林员队伍服务、管理、培训

等工作，逐步提高生态护林员素质能力和保障水平，推进生

态护林员可视化、精细化管理。



持续通过营造林工程带动群众增收，支持脱贫地区林业

草原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广泛采取以工代赈方式，拓宽脱贫

人口就地就业渠道。鼓励各类自然保护地按照生态保护需求

设立生态管护岗位并优先安排当地脱贫人口，建立健全特许

经营制度，吸纳符合条件的当地脱贫人口参与特许经营活动，

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二）推动脱贫地区林草产业兴旺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部署要

求，充分发挥脱贫地区山的特色和林的优势，构建高质量林

草产业体系，推动林草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做强做大优势产业，稳定核桃规模，推动坚果产业提质

增效，由“做大”向“做强”转变。做优做精特色产业，有

序发展林下经济，鼓励优先在人工商品林、退耕还林地中有

序发展林下中药材、食用菌等林下经济产业。科学发展竹笋、

花椒、油茶等特色产业，实施“小品种大产业”培育工程。

巩固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乡土树种为主的用材林培育，加强

观赏苗木产业培育，发展草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大力推动森林康养产业。

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引导林农专业合作社、专

业大户、家庭林场设立，指导规范化经营发展。

（三）打造脱贫地区生态宜居环境

省级林草、发展改革、财政、乡村振兴部门将国土绿化、



生态工程、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项目资金继续

向脱贫地区倾斜，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拓宽群众的生存空间。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加强脱贫地区生态保护修复。深入推进乡村美化绿化行

动，引导群众开展庭院绿化、四旁绿化、公共绿地建设，形

成具有乡村特色的绿色景观，建设一批富有云南特色的“森

林乡村”，切实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巩固生

态脱贫成果，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

（四）加强脱贫地区人才智力支持

延续脱贫攻坚期间各项人才智力支持，建立健全引导林

草人才服务乡村振兴长效机制。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科技推广机构和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大生态产业关键技术研

发，鼓励林草科研人员深入基层开展研究，切实解决生产、

加工等环节以及管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并依托林草科技推广

示范项目，在脱贫地区推广运用先进、实用林草科技成果，

提升脱贫地区林草产业科技含量。

开展云南省十佳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乡土专家、生态

护林员科技服务能手选聘工作，加大林草乡土专家聘任力度，

破解农村基层林草技术人员短缺难题，突破林草科技推广

“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开展林草实用技术和技能提升培训，

提高脱贫地区林农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技能，提升自我发展

能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

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

建立巩固拓展生态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领导机制，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工作力量、

组织保障、规划实施、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有机结合。

（二）加强部门协调

各级林草、发展改革、财政、乡村振兴部门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加强协调配

合，认真落实实现巩固拓展生态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任务，并纳入当地年度工作计划。

（三）加强宣传推广

各级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及时总结提炼巩固拓展生态

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典型案例、经验做法、先

进模范，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典型经验、模式做法，并

在全行业的宣传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