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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和来源

（一）项目名称：庆元县荷地镇高效竹林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来源：《庆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度高产高效竹林示范基地建设任务的通知》（庆自然资规发

〔2024〕131 号）。

（三）实施主体：庆元县荷地镇苏湖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四）项目负责人：胡其树，1961 年 11 月出生，男，庆元

县荷地镇苏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二、所在地基本情况

（一）自然社会发展情况

荷地镇位于庆元县东部乡镇地理位置的中心，距离县城 37

公里，东邻左溪镇，西靠岭头乡，南傍五大堡乡，北与贤良镇、

张村乡接壤。全镇下辖 13 个行政村、35 个自然村，139 个村民

小组，户籍人口 12110 人，常住人口 1500 人左右。荷地镇是传

统的农业大镇，镇政府驻地荷地村海拔 1040 米，境内气候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夏季尤为凉爽，形成了庆

元独特的区域小气候。

（二）林业资源及产业情况

全镇总面积 117.6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83%，其中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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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 12 万亩，耕地面积 1.3 万亩，拥有庆元最大的高山台

地资源，且平均海拔在 1000 米以上，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

地理资源，让高山蔬菜和反季节作物种植成为荷地主导产业。

2011 年被列入市级农业发展型中心镇，主要农业产业有食用菌、

高山蔬菜、锥栗、毛竹、特色养殖等，现有锥栗面积 4335 亩，

毛竹面积 8251 亩，香榧面积 163.5 亩，油茶面积 1443.15 亩。

三、建设地点及条件

基地位于庆元县荷地镇苏湖村,距县城 50 公里，距镇政府所

在地 6 公里，海拨约 1000 米，坡度平缓，基地大部分范围位于

东南坡，西北坡，水源充足，交通便利，已有水泥路直通基地，

并与主干道贯通。

四、基地现状与问题

（一）基地现状

基地建设规模 600 亩,全部属于村集体产权，十几年前有过

抚育，主要为除草，目前杂草、灌木等较多。基地内一度、二度、

三度及四度以上竹比例为 4:2:3:1，每亩约有 150 株毛竹，平均

胸径为 9 厘米，竹林生长状况良好，无病虫害危害。该基地内有

一条水泥道，可为林业生产作业提供方便。

（二）存在问题

1.镇域内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劳动力存在一定不足。

2.村集体管理以粗放型管理为主，技术层面存在不足。

3.村内养殖放养牛，对幼年竹笋抚育有一定影响，需长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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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和看护。

五、工作基础与优势

1.资源禀赋的优势。荷地镇森林覆盖率达 83%，其中林业用

地面积 12 万亩，拥有庆元最大的高山台地资源，且平均海拔在

1000 米以上，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地理资源。现有毛竹

面积 8251 亩，黄洋村培育高效笋竹示范基地 102 亩，杨朗坑村

培育高效笋竹示范基地 100 亩。

2.产业基础的优势。项目实施所在地苏湖村是荷地镇重点林

业村，也是荷地镇毛竹林面积最大、最集中连片的村，毛竹抚育、

管理经验丰富，经过多轮抚育，毛竹质量上乘，2014—2021 年

期间通过联营、出让采伐及销售经营权等方式批量采伐毛竹林 4

次，共计获得 40 余万元收入，其中最大一笔收入 28 万元，是当

年村集体收入的一半。项目地已建有林道 6 公里，并与双苗尖通

景公路等主要干道贯通，交通便捷；基地范围内山场产权为村集

体所有，无政策处理，村班子团结，村民对村三委工作支持度高，

项目实施难度小，管理便利。

3.中心区位的优势。荷地镇位于庆元县东部乡镇地理位置的

中心，是东部农业大镇，东邻左溪镇，西靠岭头乡，南傍五大堡

乡，北与贤良镇、张村乡接壤，可辐射带动周边 8 个乡镇，对于

东部毛竹产业乃至整个林业产业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六、主要建设内容、规模及技术措施

1.留笋养竹，竹林结构调整。参考《毛竹材用林培育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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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DB33/T959-2015）进行林地管理 600 亩，包括劈除部分杂灌，

铲除杂草，清理风倒木、风倒竹、病腐竹、竹梢、竹枝等，最大

限度释放林地空间，提升林地生产力。按照砍小留大、砍老留幼、

砍密留稀、砍劣留优的原则采伐毛竹，使林分的密度、整齐度、

均匀度及竹龄结构相对合理。

2.开沟施肥。开沟施肥面积 600 亩，沿等高线每隔 2-3 米挖

一条宽 20 厘米、深 20 厘米的水平沟，施入肥料后覆土。开沟遇

到的柴桩、竹兜、老竹鞭、石块等需要除去，施肥量每亩 75 公

斤复合肥。

3.新改建毛竹林道。新建毛竹林道 0.8 公里，起点蜈蚣林—

—终点横坑，宽度 3.5 米；改建原有毛竹林道。

七、主要技术和指标

1.结构合理。按照砍小留大、砍密留稀、砍劣留优的原则采

伐毛竹，每亩留竹量 240 株，1 度：2 度：3 度及以上=4：4：2；

2.科学施肥。采用沟施的方法，沿等高线每隔 2-3 米开一条

深 20 厘米、宽 20 厘米的水平沟，每亩施复合肥 75 公斤；

3.留笋养竹。挖掘弱笋、多余密笋及晚期退笋。每亩留新笋

80 个；

4.林地管理。伐除部分松杉木、霸王木及过密的杂灌，铲除

杂草，清除风倒木、腐朽木、病腐竹、竹梢、竹枝等剩余物。

5.新建毛竹林道 0.8 公里及改建原有毛竹林道。

八、任务与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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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金筹措及使用

项目总投资 71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50 万元，自筹资金 21

万元。

资金测算依据及说明

1.留笋养竹，竹林结构调整：21 万元。按照单价 350 元/亩

序号 工作任务及要求 进度安排

1 竹林结构调整 2024 年 7-12 月

2 新改建毛竹林道 2024年 12月底前

3 留笋养竹 2025 年 3-4 月

4 开沟施肥 2025 年 5-6 月

5 项目验收 2025 年 10 月

序号 建设内容和规模
总投资

(万元)

其中

财政资金

（万元）

自筹

（万元）

1 留笋养竹，竹林结构调

整

21 6 15

2 采购复合肥 18 18

3 开沟施肥 24 24

4 新改建林道 6 6

5 设计、招投标、标识标

牌制作等其他费用

2 2

总 计 71 5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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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350 元/亩×600 亩=21 万元。

2.采购复合肥：18 万元。150 斤/亩×2 元/斤×600 亩=18

万元。

3.开沟施肥：24 万元。按照单价 400 元/亩计算，400 元/

亩×600 亩=24 万元。

5.新改建林道：6 万元。新建林道：按照 4 万元/公里，共

0.8 公里计算，4 万元/公里×0.8 公里=3.2 万元；改建林道：约

2.8 万元。共计 6 万元。

6.设计、招投标、标识标牌制作等其他费用：2 万元。

十、三大效益与分析

（一）经济效益

毛竹林道建设后可提高竹山可及度，降低人工成本。竹林施

肥、劈抚，及时补充土壤水分和养分，改善竹林土壤和环境条件

后，项目区竹林的质量和产量明显增加，竹林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据测算，竹山可每亩年增竹材 20 余根，平均胸径增加 1cm，每

亩年增加产值 300 余元，年可增加产值约 20 万元，年产值达 50

万元。

（二）社会效益

1.以项目带动促进共同富裕。通过示范基地建设，增加村集

体收入，进一步增加消薄收入，同时给竹农输送毛竹专用肥和竹

林丰产技术等，引导竹农转变观念，运用高产培育技术精耕细作，

同时作为东部中心镇，可辐射带动周边毛竹林 11 万亩，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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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东部区域毛竹产业发展，使竹山变成“金山银山”。

2.以增加就业促进社会和谐。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

人工，项目实施后，可提高输出笋竹数量和质量，丰富产品供给，

带动笋竹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发展壮大，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的机会，有利于

社会的和谐稳定。

3.以技术应用促进水平提高。通过高产高效毛竹示范基地建

设，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将推动了林业科技在该区域的应用，提

高林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同时，将培养更多的农村实用技术人

才。

（三）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后，通过加强竹资源培育，为实现“以竹代塑” 的

全竹产业链的形成奠定基础，对保护自然、改善森林景观、维护

生态平衡起到积极作用，促进竹林生态化经营和林业可持续发展。

同时可改良土壤、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改善区域农村和城市居

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有效保护地区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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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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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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