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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屯里林场成立于1953年，建场68年

来，几代务林人始终秉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以山为家，

矢志不渝，艰苦创业，经历了大造林、大经营，大保护3个重要时期，有

林地面积由建场初期的1．313万hm2发展到现在的2．151万hm2，增

长63．9％：活立木蓄积量由初期的39．32万m3增加到67．28万m3，增

长71％。林场先后获得“全国十佳林场”“省直精神文明单位”“全省林

业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森林经营试点示范单位”“省

级财务管理先进单位”、首批“省级保障性苗圃”和“省级乡土树种培育

苗圃”“服务县域经济先进单位”，并连年获得吕梁山林局“目标责任制考

核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在国有林场改革的持续推动下，2017年，新一届领导

班子从前辈手中接过林业发展接力棒，在局党委的支持

下，以夯实软实力、树立硬标杆为目标，以党建引领为保

障，创造性地推行了“四个延伸”“内外结合”“一个窗口”

等工作举措，将党建工作延伸下沉，将战斗堡垒前移下移，打造

了一个开放、融合、坚强、活力的实战型党支部，林场发展迈入

了一个新阶段。

——在营造林方面，近年来，林场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

为目标，以改善吕梁山生态脆弱区大环境为导向，积极开展“1

局联3县”合作造林工作，同临汾市尧都区、襄汾县两个汾河生

态治理县(区)，临猗、万荣两个沿黄县签订战略合作协定，完成

高标准造林1 400余hmz，全力推动国土绿化向吕梁山黄土残

塬区、沿黄河流域高温干旱、土壤沙化困难条件纵深推进，走进

了造林“禁区”，步入了啃“硬骨头”“打硬仗”的攻坚期，彰显了

林场风采，树立了新时代林草部门形象，切实发挥了主力军和

排头兵的作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能。在高标准完成造林任务的同时，突出科学技术的运用，先

后开展了樟子松北树南移、阔叶树营养钵造林和裸根苗不截杆

全根系造林、营造珍稀乡土树种流苏林等多项试验，为保证造林

成活率和保存率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森林抚育方面，进一步强化近自然经营理念，引深细

化目标树全林分经营技术措施，5年累计完成森林抚育近4 000hm2，林

木年生长量达到预期指标。

——在苗木培育方面，按照早布局、精管理、促规范、提效益的发展

思路，2017年开始，林场就加快了种苗培育结构调整步伐，目前可出圃

的阔叶树苗木有五角枫、辽东栎、白蜡、臭椿、皂角、连翘、流苏等，阔叶

树种培育比例占到了60％以上，每年出圃阔叶树苗木1 50余万株，其

中无纺布轻基质苗木出圃30余万株，逐步建成了集保障性用苗、珍稀

乡土树种培育、科学实验与研究于一体的特色苗圃。

——在资源管护方面，严格执行场、站、警、员四级管护责任制度，

并不断创新管护模式，积极探索“智慧林业”管护模式，采用视频系统监

控重点区域，无人机大范围巡查、管护员“森林巡检”精细化巡护相结

合，构建成陆、空立体巡护网络，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辖区多条干涸

河流恢复流淌，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生物多样性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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