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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介绍 

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成立于 1992 年。小额赠款计划旨在通过社区的工作在全球环境基金

的重点领域实现全球环境效益，这些领域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减缓气候变化，保护国际水域，防治

土地退化和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小额赠款计划已经在 126 个国家支持了 14500 多个项目。 

小额赠款计划在通过成功的国家主导的基层行动来解决某些世界上最棘手的环境问题，同时确保

可持续的生计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2 项目背景概述  

中国是世界上土地退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西南地区因人口稠密且分布有大量的岩溶喀斯特地

貌，成为土地退化最为严重的典型地区。脆弱的生态地质环境在强烈的人为干扰影响下，退化趋势表

现得愈来愈明显。其中，长江三峡库区尤为明显，土地退化的代表性特征十分突出。特别是随着三峡

工程的兴建，大量农田被淹，大规模的移民就地安置，均直接导致本已不堪重负的长江三峡人地矛盾

加剧，土地退化速度加快。这些不仅对长江流域的工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也直接威胁到当地社区群众

的生产生活。因此，如何有效遏制社区土地退化加剧的趋势，在短期内有效地恢复退化土地，开展可

持续的社区土地综合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在开展退化土地可持续的社区

综合管理时，如何有效地解决当地村民的生计问题，显著提高其生活质量，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

的又一道技术性难题。气候变化与土地退化关系密切，在有效解决好前述两方面问题的同时，如何提

高社区居民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已迫在眉睫。因此，加强当地群众的能力建设，提高他们的生

产技能水平，开展可持续的土地退化综合管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区不仅意义深远，也是现实的迫切

需要。 

重庆市生态学会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是由重庆市生态学工作者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机构，旨在为

生态学工作者提供交流和联络的平台，促进学术交流，提高全民生态意识，加速重庆市生态环境建设。

学会现有会员近 1000 人，会员来自科研、教育、管理、生产等部门的生态学工作者及相近专业的有

关人员。学会定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及学术会议，推动了重庆市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不定期举

办科普讲座、科技咨询等活动；现已实施项目 150 余项，为重庆市生态学知识的普及和政府决策等做

出了重要贡献。 

重庆市生态学会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重庆市及西南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及解决，学会成员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管理与利用、有机污染物控制及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能

力；学会长期开展生态学知识的培训和相关科技咨询，与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学会经常

为相关政府机构（林业部门、农业部门、水利部门等）提供生态咨询和建设服务，与其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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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依托于重庆市生态学会执行。基于生态学会强大的科研实力，良好的政府合作伙伴关系，

项目的实施具备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3 项目实施区域概况 

项目实施目标区位于重庆市忠县石宝镇共和村，距离忠县城区 32km，距离石宝镇 3km，交通相

对便利。位于东经 108°06′，北纬 30°36′，海拔高度 110~889 米，属坪状浅丘、深丘窄谷和中地山地

貌。该村濒临长江水道，全村幅员面积 241.6 公顷。全村共有人口 483 户，1851 人，其中男性 956

人，女性 895 人。人口多集中分布在中低海拔地区。2010 年人均收入为 1830 元，主要产业有种植业

与养殖业。 

项目实施地属亚热带东南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多年平均降雨量 1200 毫米，

雨季多在 5~9 月。多年平均气温 19.2℃，极端最高气温 42℃，年最冷月平均气温 4.7℃，无霜期 320

天左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栽培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红苕、蔬菜等，多数居民饲养家禽、

生猪等。全村林地面积 144.2 公顷，森林覆盖率 59.7 %，耕地面积 58.73 公顷。粮食作物年播种面积

可达 86.4 公顷，其中包括水稻播种面积 51.53 公顷、小麦播种面积 23.47 公顷、玉米播种面积 4.73

公顷、蔬菜播种面积 6.67 公顷。村民采用的耕作措施比较随意，如顺坡条式种植、在田间大量焚烧

枯枝落叶甚至垃圾肥田、过量施用化肥等。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的替代

生计等方面的意识淡薄。有山坪塘 28 口，蓄水量 1400 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6.67 公顷。年出栏家

畜 851 头，其中包括生猪 789 头、牛 62 头；年出栏家禽 4200 只。有节能沼气池 15 口。农民人均纯

收入 1830 元。野生植物资源以马尾松、柏树、栎、杜鹃、黄荆、蕨类等乔、灌、草为主；经济林木

主要有柑桔、李、茶、桑等品种。土地资源以林地、园地和坡耕地为主，耕地类型主要为旱坡地，土

地退化特别严重。三峡工程蓄水至 175 米后，水域宽广，形成马鞍山半岛，开发马家寨绿地旅游和水

上游乐项目有较好前景。该地在长江三峡库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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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实施目标 

国家与地方政府对于退化土地的综合管理从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土地退

化综合管理能力建设，具有良好的政策与社会环境。 

项目实施前，项目实施区域存在着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针对土地退化、生境丧失、用地规划不

合理等问题，项目开展前进行参与式规划，形成以下具体目标： 

1. 通过开展参与式植树造林、参与式封山育林和种植植物篱等活动，增加区域内森林覆盖度，

保护并提高生物多样性。 

2. 通过开展参与式社区用地规划活动，推广实施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通过提高村民意识，改

进耕种方式，有效促进社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增加村民实际收入，增强社区群众应对气候

变化的能力。 

3. 通过举办社区农民田间学校与参与式培训研讨会，解决社区土地退化综合管理的技术问题，

提高社区群众的综合管理能力，使社区退化土地得到有效恢复与可持续经营管理。 

通过以上三点，预期目标是项目实施区域内土地退化得到有效恢复，社区内动植物生境显著改善，

社区退化土地植被得到成功修复；积极参与环境友好型社区建设，当地村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社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与技能明显提高，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明显增强；通过项目实施有效带动

周边村社的土地退化治理行动。 

5 项目活动开展概述 

本项目于 2011 年 12 月启动。启动初期，我们邀请西南大学、重庆市林科院、重庆市忠县林业局、

重庆市忠县石宝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共同前往项目点考察，讨论本项目具体实施方案，为本项目“长江

三峡库区土地退化社区参与式综合管理能力建设”的顺利启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1 年 12 月项目点现场考察与实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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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退化土地的植被修复 

5.1.1 消落带退化土地的植被修复 

（一）项目实施区域的消落带植被修复 

三峡水库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水库，三峡水库建成后，采用“冬蓄夏排”的反季节水位调度管理，

每年 10 月汛末开始蓄水，10 月底或 11 月初水库水位上升至最高水位 175m，5 月水位又开始下降，

6~9 月水位维持在汛期最低水位 145m，库区水位从而呈现出以年度为周期的消涨变化特征，很大一

部分库岸带成为消落带。消落带的形成使一大片区域无植被覆盖，对生态景观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

此，极有必要进行消落带的植被修复工作。 

 

裸露的三峡库区消落带 

经过多年的研究工作，我们已经成功筛选出可用于三峡库区消落带植被修复的部分物种，研究形

成了多种植被立体配置格局。在这个项目中，积极开展社区参与式植树造林，使项目实施区域 13.33

公顷消落带退化土地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村民造林整地、植树（2012 年 3~4 月） 

   

忠县石宝寨共和村项目示范点 175m 海拔高程以下栽种池杉、落羽杉、柳树后（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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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石宝寨共和村项目示范点 175m 海拔高程以下栽种池杉、落羽杉、柳树后（2012 年 4 月） 

 

2012 年为项目实施的第一年，由于季节需要，在三峡库区的造林活动已于 4 月全部完成，基本

形成了林灌草相结合的植被立体格局，但是，种植后对苗木的管护工作却是形成植被带的极其关键的

一步。2012 年夏季，雨水充沛。为进一步改善幼林生长环境，促进林木生长，共和村村民积极开展

所营造幼林的苗木抚育工作，具体工作包括除草、去藤、修枝等。 

  

忠县石宝寨共和村村民正在对项目示范点栽植的树木进行抚育 

 

  

村民正在去除影响林木正常生长的杂草与藤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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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去除影响落羽杉与池杉正常生长的杂草 

  

苗木抚育前后对比图片（左：抚育前，右：抚育后） 

  

2012 年 6 月项目示范点的幼林抚育后的场景 

2012 年 6 月项目点上已完成栽植物种的抚育工作，苗木存活率与保存率均达到 100%。2012 年

7~8 月，为进一步加强对所营造苗木的管护工作，聘请共和村七社社长江诗文作为护林员，以防止牛

羊进入与人为破坏。 

秋季过后，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受三峡库区水位调节的影响，位于海拔 175m 水位线以下的消落

带部分植物在冬季处于水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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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落带植被重建水淹前后对比 

（左图：摄于 2012 年 7 月 29 日，当日忠县水位为 165.37 m，植被主要为柳树；右图：摄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随着库区水位下降栽植于库岸上部的池杉、落羽杉、芦竹部分露出水面，此时水位为 172.25 m） 

 

  

消落带植被重建水淹前后对比 

（左图：拍摄于 2012 年 7 月 29 日，当日忠县水位为 165.37 m，植被主要为池杉、落羽杉等；右图：拍摄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所栽池杉、落羽杉部分已随水位下降开始出露水面，当日忠县水位为 172.25m） 

 

 

正在遭受水淹的池杉、落羽杉（拍摄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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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水之后出露的部分池杉、落羽杉，苗木依然存活（拍摄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 

 

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库区消落带的苗木逐渐露出水面。春季，苗木开始发芽生长，消落带植被

恢复的成效已初步显现。 

  

         正在发芽的柳树苗木（2013 年 3 月）    正在生长的柳树苗木（168m 海拔处，2013 年 3 月）  

 

经过没顶水淹后正在发芽的落羽杉苗木（2013 年 3 月 4 日） 

  

海拔 174m 处的落羽杉已经发芽（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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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石宝寨共和村消落带植被恢复示范点远景（左）、近景（右）（2013 年 3 月 4 日） 

  

旺盛生长的落羽杉（左）、柳树（右）（2013 年 3 月 16 日） 

截止至 2013 年 4 月，项目实施区域已是一片绿色，与项目实施前的消落带形成鲜明的对比。 

  

项目实施前忠县石宝寨共和村消落带照片（2012 年 12 月） 

  

项目实施后忠县石宝寨共和村消落带照片（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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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峡水库消落区植被修复的不同植物配置体系 

（1）乔木配置修复体系 

①池杉修复体系 

池杉，落叶乔木。主干挺直，树冠尖塔形。树干基部膨大，枝条向上形成狭窄的树冠，尖塔形，

形状优美；叶钻形，在枝上螺旋伸展；球果为圆球形。原产于美国弗吉尼亚，中国自上世纪初引种，

在长江南北水网地区作为重要造林树种和园林绿化树种。池杉是强阳性树种，不耐阴；喜温暖、湿润

环境，稍耐寒；适生于深厚疏松的酸性或微酸性土壤；耐涝，耐旱。生长迅速，抗风力强，萌芽力强，

是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修复的优良树种。 

 

 

项目示范区栽植一年后的池杉苗木（2013 年 4 月 15 日） 

 

②落羽杉修复体系 

落羽杉，杉科落羽杉属高大乔木，树干圆满通直，树高可达 25 至 50 米。它是古老的“孑遗植物”，

耐低温、耐盐碱、耐水淹、耐干旱瘠薄、抗风、抗污染、抗病虫害，酸性土到盐碱地都可生长。原产

美国东南部，后引种到中国。因其优良的生长特性、耐水淹、耐干旱而被选为三峡库区消落带防治土

地退化的造林物种之一。 

 

  

项目示范区栽植一年后旺盛生长的落羽杉 

（2013 年 4 月 15 日，左图示 170~175m 海拔段，右图示 166~170m 海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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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柳树修复体系 

 

项目示范区栽植一年后旺盛生长的柳树（2013 年 4 月 15 日） 

 

④柳树与落羽杉块状混交体系 

 

柳树与落羽杉块状混交体系（2013 年 4 月 16 日） 

 

（2）乔（灌）草相结合的植被修复体系 

   

柳树+牛鞭草修复体系 

 

落羽杉+狗牙根修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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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狗牙根修复体系 

 

5.1.2 经济林营造 

本项目中，为了提高社区居民的生计、改善库区生态环境、增加生物多样性，项目涉及到 175m

水位线以上的多用途林及经济林营造。改造的经济林包括雷竹、柑橘、李子、桃子等。 

相关过程及照片： 

 

 

树苗搬运 

   

检测与记录苗木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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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前的整地 

 

  

村民积极植树 

 

  

栽植枫香                                 栽植楸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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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抚育 

5.2 保护性耕作措施的推广运用 

多年来，库区农民习惯于采用顺坡耕作方式开展农事活动，造成三峡库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并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所施化肥农药进入水库水体导致富营养化的潜在风险。因此，项目提出区域内垦殖

指数明显降低，保护性耕作措施得到社区普遍认可与接纳；推广运用多功能植物篱、等高线耕作、农

林复合立体栽培保护性耕作措施 3 项，改进提高农田林网 100 条，林农复合体系配置合理等预期目标。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共组织共和村 1~7 组的村民栽植青蒿 36.67 公顷，推广运用上述三项保护性

耕作措施，采用禁止全翻土、实行点栽、栽后夯实兜土等简单易行的水保措施。 

2012 年 4 月 8~20 日共和村的 1、3、4、5、6 组已经完成沿三峡水库 175m 水位线水平 100 米范

围内栽植竹柳等农田林网，形成农田林网 150 余条（折合面积达 27.33 公顷），超出预期指标 50 余条。 

2013 年 2 月项目考察时，于 2012 年 4 月栽植完成的农田林网长势良好，保存率达到 100%。同

时，通过对共和村社区居民的技术培训与宣传，社区居民对化肥与农药的施用量有所减少，在共和村

拥有的 123.47 公顷耕地面积中，项目前有 27.47 公顷施用绿肥，通过项目实施有 31.806 公顷施用绿

肥，绿肥作物耕作面积增加 15.8%。2012 年 12 月 20~24 日，利用乡村快速评估法（PRA）的方法抽

样调查 105 户（均为户主或者该户主要劳动力），有 101 户对推广运用的保护性耕作措施认可和接纳，

认可和接纳率达到 96.2%。同时还向村社赠与了《农药安全使用知识》一书。 

 

混交种植的雷竹与青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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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低产田/地改造 

项目区域属坪状浅丘、深丘窄谷和中地山地貌，项目实施前已经拥有山坪塘 28 口，但部分山坪

塘年久失修，无法有效蓄水。为了有效遏制社区土地退化的加剧，满足用于开展退化土地恢复所需的

水源要求，项目点急需维修和改善山坪塘水利设施，增强水源供给能力，提高土地生产力。目前已经

完成项目设计的 3 个山坪塘维修改善工作。3 个山坪塘的蓄水量分别由改造前的 150 m
3、300 m

3、100 

m
3 增加至改善后的 1200 m

3、800 m
3、2000 m

3，分别惠及农户 49 户、98 户与 269 户。 

   

第一个山坪塘维修改善前后照片 

  

村民正在对山坪塘进行维修改善 

   

三个维修改善完成后蓄水的山坪塘 

在中低产田改造方面，共和村 1 组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至 11 月 20 日完成 2 公顷中低产田的改造

工作，对排水道进行修缮，增加土层厚度，增施有机绿肥，不仅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还使土壤肥力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平均亩产量提高 19.7%，惠及农户 2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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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点常驻工作人员崔云风现场指导村民改造中低产田 

  

改造完成的中低产田 

5.4 开展水土保持措施的研究与推广培训，建立各类观测设施 

项目实施后，社区的水土保持监测能力得到明显提高，部分社区居民已经获得水土保持方面的技

术知识。共和村 7 组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2012 年 3 月 15 日建立水土流失观测点 6 个，观测径流场

规格为 5m * 20m；项目实施至今，已购买土壤氧化还原电位计 2 个。在修建过程中，村民积极参与，

并在参与建设的过程中主动探究水土保持监测方面的有关知识。 

  

径流观测场                        径流观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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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5 日，2013 年 1 月 12 日和 13 日先后举办水土保持措施的研究与推广培训 3 次，

共培训 190 人次。2012 年 3 月~2013 年 4 月，我们先后 6 次对三峡库区忠县共和村项目点进行植物与

土壤采样，并完成实验室的测试分析工作。目前已在《林业科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等刊物上发表受本项目资助的科研论文 3 篇，为当地社区的具体生产实践提供技术指导。 

  

项目人员与美国留学生在项目点取土样             收获劳动成果后灿烂的笑容 

   

对栽植苗木进行生长状况测定以及样地取样 

  

研究人员正在开展室内实验测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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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项目资助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首页 

5.5 发展基于社区的非木质林产品竹笋和食用菌替代生计活动 

从 2012 年 2 月 1 日起，在共和村 6 组黎昌荣家实施食用菌种植替代生计试点活动，2012 年底产

值达 2.3 万元，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培训工作。2012 年 5 月~10 月，采用社区参与式调查方法，深入共

和村开展培训前的社区走访调查与培训准备工作，有针对性地设计并制作完成非木质林产品种植（栽

培）及管理技术培训教材 2 册。2013 年 1 月 12~13 日，完成非木质林产品竹笋和食用菌的种植（栽

培）及管理技术培训 2 次，共 120 人参加，村民开展环境友好型社区替代生计的意识得到明显提高，

对竹笋和食用菌的种植栽培兴趣明显增强。 

 

栽种成活的雷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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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培训前开展社区参与式调查访谈 

  

开展非木质林产品竹笋（左图）和食用菌（右图）替代生计活动培训 

 

非木质林产品竹笋（左图）和食用菌（右图）培训所用教材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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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培训会上认真学习食用菌的栽培技术 

5.6 社区养蜂技能培训 

至 2013 年 1 月 13-14 日，我们已经举办社区养蜂技能培训 2 次，来自共和村 1、2、4、5、6、7

组共 120 人参加培训，参加培训的村民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目前已有 12 户参与养蜂，养蜂收入

已成为这些村民的替代性生计来源之一。 

 

 

社区养蜂技能培训教材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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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培训人员学习交流养蜂技术         专家正在对共和村村民进行社区养蜂技能培训 

5.7 种植中草药 

中草药青蒿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为菊科艾属植物。由于其具有清热解暑、除疹、抗疟、抗菌以及

抗寄生虫等作用，在种植时村民拥有极大兴趣与积极性，种植工作开展顺利。2012 年 2 月 20 日起至

4 月 10 日，全村 483 户参与种植青蒿中草药 36.67 公顷，比原本计划种植青蒿 30 公顷，超出 6.67 公

顷，种植效果良好。青蒿种植采用与林木间种、庭院式种植以及部分单独种植的方式进行，单独种植

部分的土地为当地村民的弃耕地。 

2012 年 7 月底已经完成对长势良好的青蒿的采收工作，种植青蒿已成为社区替代性生计来源之

一。 

   

种植成功的青蒿 

  

混交种植的青蒿与雷竹                        青蒿采收完成后的雷竹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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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完成的青蒿（左图拍摄于 2012 年 7 月 29 日，右图拍摄于 2012 年 9 月 5 日） 

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专题培训研讨 

项目实施中，我们有针对性地设计并制作完成社区参与式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培训教材 1 册，成

功举办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与土地退化之间的关系培训班 1 次，超过 60 人次参加。社区村民生

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得到明显增强。 

 

项目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社区参与式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培训 

5.9 增强社区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 

设计并制作完成社区参与式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培训教材 1 册。成功举办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以

及与土地退化之间的关系培训班 1 次，超过 60 人次参加。2012 年 12 月 20~24 日，利用乡村快速评

估法（PRA），通过抽样调查 220 人（均为成人），有 214 人（即 97.3%）的村民知晓气候正在发生变

化，并认识到气候变化已对自己生活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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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社区参与式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培训 

5.10 建立农民田间学校 

截止目前，已经成功建立农民田间学校 4 个，分别为共和村雷竹种植及管理农民田间学校、共和

村食用菌栽培农民田间学校、共和村蜜蜂养殖农民田间学校、共和村青蒿种植农民田间学校。设计制

作完成三峡库区重庆忠县石宝镇共和村农民田间学校宣传册 1 本。2012 年 7 月 5 日，组织共和村居

民代表共计 35 人参观忠县白石镇雷竹栽植及管护情况，村民反响良好。 

 

  

共和村雷竹种植及管理农民田间学校 

  

项目组成员正在了解村民食用菌栽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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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村蜜蜂养殖农民田间学校 

  

共和村青蒿种植农民田间学校（图中村民正在讨论青蒿的种植技术） 

自从项目开展以来，项目组通过开展社区替代生计技术培训、举办农民田间学校、组织村民去异

地参观交流等活动，提高了村民的参与意识，村民替代生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进，增加村民年人均纯

收入 226.9 元，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与技术水平得到提升，社区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得到

明显增强。 

 

参加培训的村民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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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参加技术培训场景 

  

向社区村民赠送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图书 

 

此外，在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定期对项目点进行考察与监测，以确保项目实施的成效。

在三峡库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我们已经筛选出 10 多种适宜当地的优良树种和草种，特别是能

够耐受三峡库区极端水淹环境条件的部分植物种类。今后，项目组将继续加强社区退化土地的修复实

践与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三峡库区土地退化社区参与式综合防治管理工作。 

 

   

开展项目考察时所拍照片 

（左图：2012 年 11 月 17 日，中图：2013 年 1 月 12 日，右图：201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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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考察与讨论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随时记录与跟踪项目动态，多次前往共和村指导村民参与项目活动，

与村民讨论项目开展情况。每次考察与讨论过程中都有新的发现，项目组成员认真记录与总结，并将

新的发现运用到之后的项目实施过程中。 

 

  

2012 年 2 月库岸屏障带规划                2012 月 3 月 17 日检查苗木栽植情况 

 

  

   

2012 年 4 月 11 日听取村干部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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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大雨跟踪项目动态 

  

       村民认真记录项目知识要点          办公室讨论项目宣传手册与专著的制作方案 

 

在项目实施期间，小额赠款项目国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科技司冉东亚处长于 2012 年

4 月 13~15 日专程前来检查指导项目工作，对我们所开展的项目活动和已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

并勉励我们继续将项目工作做得更好。 

2012 年 5 月 21~23 日，著名流域生态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Rebecca Schneider 一行首次来

到重庆，对我们正在执行的 GEF/SGP 项目示范点进行考察，并参观访问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Rebecca 一行在对位于三峡库区忠县的 GEF/SGP 项目示范点进行考察后，对项

目所取得的成绩十分赞赏。随后，Rebecca Schneider 教授向接见她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张建国局长特别

推崇三峡库区忠县的 GEF/SGP 项目示范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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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流域生态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Rebecca Schneider 一行考察项目示范点 

 

  

Rebecca Schneider 教授向张建国局长特别推崇项目示范点工作 

 

2012 年 11 月 17~19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GEF/SGP 国家项目协调员刘怡女士与小额赠款项目

国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科技司冉东亚处长专程前来检查指导项目工作，检查项目实施进展

情况，对我们所开展的项目活动和已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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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协调员刘怡女士与小额赠款项目国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冉东亚处长一行考察项目 

 

我们相信，在各级领导关怀与指导下，以及各位村民的积极参与下，我们项目的进展会更加顺利，

当地退化的土地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恢复，村民生计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与

技术水平会得到明显增强。 

 

7 社区获得的直接利益与长期收益 

项目实施过程中，共和村村民和干部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中低产田/地改造、项目培训、农民田

间学校等活动，积极配合项目的开展。项目实施区域的村社在项目的支持下，非木质林产品竹笋、食

用菌、青蒿、养蜂等成为社区替代性生计的来源，直接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改善了其生活水平。 

三峡库区消落带植被重建的推广示范已经初显成效，与项目开展前相比明显提高了绿化面积，有

效防治了土地的退化。目前，在消落带所造林地中已发现有野鸡等野生动物生存，生物多样性明显增

加，消落带已从景观、生态安全等角度有了极大的改善。 

对经济林的改造也为社区带来了直接收益。青蒿及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为村民带来了直接的

经济收入。 

中低产田/地的改造和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社区的退化土地，并为后期

环境友好型社区的建设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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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区域内土地退化得到了有效恢复。我们已在项目实施区域周围进行技术推广，特别是消

落带的植被修复与重建技术方面。另一方面，通过参加项目培训、农民田间学校的实施以及参与项目

的具体活动，村民的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与技能得到了明显提高，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明

显增强，相信今后将在退化土地的改良、生物多样性的提高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8 项目的可持续性 

本项目以社区参与为基础，开展社区土地退化的可持续综合管理。社区村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得

以有效发挥，为本项目的持续性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同时，这些活动的开展，同国家和地方政府

所提倡的生态保护、发展地方经济、提高社区居民综合素质、加强社区能力建设等政策相一致，极易

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本项目区具有典型代表性，示范性与可复制性均很强。 

该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实施，得到了来自各方的认可及鼓励，我们也已申请到 2012 年度中央财政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三峡水库消落区湿地生态植被修复技术推广”以及 2013 年度重庆市基

础与前沿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CSTC2013JJB00004) 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XDJK2013A011)等项目资助，使该项目得以有效地持续开展下去。我们已经针对三峡水库消落带的

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并计划将成果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三峡水库消

落区植被修复的不同植物配置体系已在项目实施区域周边进行推广，项目中关于退化土地防治的内容

将得到延续及深化。同时，总结项目开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进一步提高村民意识与生计水平、加

强社区参与式土地退化防治、加大宣传等方面进行思考，将这些经验教训用于其它项目的开展，保证

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功能的长效发挥。 

9 项目执行遇到的困难及问题 

项目的一大部分内容为植树造林活动。由于重庆忠县共和村的部分男性村民外出打工较多，部分

家中仅有妇女和儿童，劳动力较为缺乏，从而导致支付劳动用工的成本费用增加。其次，2012 年 2~4

月（主要造林月份）当地正在修路，交通运输不太便利，部分树苗所带的原状土球在人工与船舶转运

过程中散落较多。再次，在栽植过程中，个别地方存在土层太浅薄等现象，栽植树苗的难度较大，只

好改种草本植物。这些是在今后相似活动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在这次的项目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

已经通过适当增加配套资金，以及因地制宜，选择合适地段栽植大小适宜的树苗及草本植物种类等加

以解决。 

开展项目培训时，由于村民农事活动较为繁忙，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等原因，使项目培训时间不易

确定，但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与当地乡政府和村社领导通力协调，精心组织培训，最终取得满意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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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经验教训评估 

在项目开展前期，我们组织各部门及相关专家到项目点考察，制定出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

实施过程中，我们及时发现问题，积极思考，寻找解决方案，使得项目顺利开展。因此，建议在今后

项目开展时，应注重项目的规划，因地制宜，加强监管，及时调整等，保证项目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

最大的收益。 

防治土地退化是我们的项目目标之一。在本项目中，村民积极参与植树造林、苗木抚育、管护等

各项活动，使项目实施区域的消落带植被、经济林等保存良好，存活率和保存率均较高。由此，我们

特别倡导积极开展社区参与式土地退化防治，加大当地社区群众的参与力度。 

如何提高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及生活水平一直是政府和相关机构考虑的问题。良好的经济效益是

村民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项目需要因地制宜地考虑如何才能有效提高当地群众的经济收益，如在

本项目实施区内大胆提倡青蒿种植、非木质林产品竹笋、食用菌、养蜂等社区替代性生计，得到了广

大村民的认可和接受。 

此外，农民田间学校也是我们项目中的一大特色。农民田间学校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是以“农

民”为中心，以“田间”为课堂，以“实践”为手段，以“能力建设”为目的，以农民、辅导员为主

进行信息、技术交流，经验分享的平台。与传统方法培训相比，农民田间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先调

查，后评估，有结果有反馈，开展时间和地点更加灵活。根据当地生产生活实际，我们已经成功建立

共和村雷竹种植及管理、共和村食用菌栽培、共和村蜜蜂养殖、共和村青蒿种植等农民田间学校，效

果显著。社区村民通过实地参观学习、技术交流等，理论联系实际，融入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提高其

种植（养殖）雷竹/食用菌/蜜蜂/青蒿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计。 

然而，整个项目从 2011 年 12 月启动并实施至今，仍然面临着个别村民参与度不够高的问题。今

后进行项目开展时，需注意进一步加强社区参与式活动的开展，加强政府部门的决策和监督，通过广

播、网络、多媒体、组织交流等方式加大宣传，使项目真正得到延续，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另外，

我们在项目中发现，村民对可替代性生计具有较高热情，因而希望能够深入推进四个农民田间学校的

有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农民生计水平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加大资金投入十分必要。比如，对于食

用菌栽培和养蜂养殖技术的推广应用，因预算的限制尚不能为村民提供农民田间学校所需的原材料，

若能提供优良的菌种和蜂种，将非常有助于提高当地农民的生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