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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规划的总体思路

（一）  规划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

以指导三北地区生态建设为宗旨，以防沙治沙为重点，以保护现有森林资源、恢复和增

加林草植被为核心，以科技为先导，调整布局，加快进度，提高质量，讲求效益，推进三北

防护林体系建设，促使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

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三北作出积极贡献。

（二）  规划原则

在坚持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完整性、连续性的前提下，四期工程建设遵循以下基本

原则：

——坚持以生态效益优先，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兼顾的原则，实现环境治

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原则；

——坚持环境治理与资源保护并重，治理一片、见效一片，建设一片、保护一片，实

现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坚持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充分体现国家投资的主体责任，建立稳定

的投入机制；

——依靠科技进步，强化工程管理，提高工程质量，促进工程建设由粗放经营向集

约经营转变。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四期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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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范围与森林资源概况

1.  建设范围

四期工程规划范围基本保持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完整性，根据《全国生态环境

建设规划》的总体布局和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林业局六大重点工程整合的思路，将原三

北工程的 86 个县（旗、市、区）划入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等其他工程（划入环北京

防沙治沙工程 67 个，沿海防护林工程 15 个，太行山绿化工程 4 个），将东北地区原属松

嫩辽流域工程的 98 个县（旗、市、区）纳入范围。这样新调整的三北四期工程范围中，原

三北工程县有 465 个，由于行政区划变动增加 30 个，新纳入 105 个，共计 600 个县（旗、

市、区）（详见附表一）。

2.  森林资源概况

三北四期工程建设区土地总面积 39990 万公顷，林业用地面积 5612 万公顷。有林

地面积 2756 万公顷，占建设区林业用地面积的 49.1%；疏林地 146 万公顷，占 2.6%；灌

木林地面积 660 万公顷，占 11.8%；未成林造林地 68 万公顷，占 1.2%；宜林地面积 1927

万公顷，占 34.3%；全区森林覆盖率 8.63%。

（四）  建设期限

根据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四期工程规划的期限为 10 年（2001~2010 年）。

为了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相衔接，四期工程建设分两个时段进行：第一

时段为 2001~2005 年，即“十五”期间；第二时段为 2006~2010 年，即“十一五”期间。

（五）  建设任务与目标

建设任务与总目标：到 2010 年，在工程区内森林资源得到有效管护的基础上，完

成造林 950.0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630.2 万公顷，封山（沙）育林 193.7 万公顷，飞播造

林 126.1 万公顷。新规划的四期工程建设区内的森林覆盖率将由现在的 8.63% 提高到

10.47%，净增 1.84 个百分点。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130 万公顷，毛乌素、科尔沁两个沙地

的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东北地区建成比较完备的防护林体系；荒漠绿洲建成高标准农

田防护林体系。总体来看，在沙化危害严重地区基本遏制沙化土地扩展趋势，风沙危害

程度和沙尘暴发生频率有效降低，减少水土流失，增强水源涵养能力，提高农作物产量，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建成一批比较完备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

“十五”建设任务与阶段目标：完成造林 518.6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348.6 万公顷，

封山（沙）育林 104.6 万公顷，飞播造林 65.4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将由现在的 8.63%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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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 9.63%，净增 1.00 个百分点。

工程完成后各省森林覆盖率变化情况详见表 5-1。

表 5-1  四期工程建设前后森林覆盖率变化情况表

省别
建设前森林

覆盖率（%）

新增森林面积

（万公顷）

建设后森林

覆盖率（%）

森林覆盖率

增加量（%）

合计 8.63 734.3 10.47 1.84

陕西 25.90 71.4 32.04 6.14

甘肃 5.91 64.4 7.79 1.88

宁夏 8.28 34.0 14.84 6.56

青海 3.05 60.7 4.69 1.64

新疆 1.63 109.75 2.32 0.69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2.47 31.8 6.73 4.26

山西 18.72 36.0 24.51 5.79

河北 22.58 36.3 39.23 16.65

北京 9.49 2.48 17.01 7.52

天津 7.45 1.7 9.79 2.34

内蒙古 15.18 114.45 16.62 1.44

辽宁 32.62 53.62 37.70 5.08

吉林 24.69 58.25 28.94 4.25

黑龙江 13.86 59.45 15.7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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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设内容与总体布局

（一）  建设内容与建设规模

1.  建设内容

（1）  森林资源管护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是在保护好现有植被的基础上，进行的植被恢复和扩大建设。

三北荒漠区由于生境严酷，植物区系十分贫乏。加上多年来保护措施不得力，现有

荒漠植被发生很大变化，面积大量缩小，覆盖度降低，质量下降，防护作用变弱，有些固

定沙丘或半固定沙丘已变成流动沙丘。为了保护与扩大植被资源，增强与提高其防护

效能，四期规划要从源头上改变以往重造轻管、重建设轻保护、甚至边建设边破坏的现

象，把森林资源管护纳入四期工程规划的重要内容，做到造管并举，对工程区森林资源

有计划地实行封育保护，特别是要提高荒漠植被单位面积的覆盖度和质量，并以其作为

扩大发展荒漠植被面积的前沿阵地。

根据分类经营的原则和公益林区划标准，以及三北工程建设的实际，对工程区内森

林资源分三个层次进行管护：国家公益林由国家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投入予以重点管护；

一般公益林按事权划分原则以地方管护为主，国家视财力状况适当给予补助；商品林由

集体或群众自行管护。

（2）  造林工程

在管护好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取造、封、飞三种造林方式，大力植

树种草，扩大和恢复森林植被，防止沙漠化，减少水土流失，优化生态环境，并根据不同

类型区治理的需要分别营造农田牧场防护林、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

等，建设结构合理、稳定高效的防护林体系。

2.  建设规模

（1）  森林资源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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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工程规划森林资源管护任务为 2787 万公顷，其中初步按三分之一区划国家公

益林为 930 万公顷。同时，为避免与其他工程重复，本次规划的管护任务已扣除陕西、

山西、宁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进入天保工程管护任务。

（2）  造林工程

四期工程规划造林 950.0 万公顷。其中，第一时段，即“十五”期间造林 518.6 万公

顷，第二时段造林 431.4 万公顷。按省份划分：陕西 84.0 万公顷，甘肃 80.7 万公顷，宁

夏 40.0 万公顷，青海 86.0 万公顷，新疆 144.0 万公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0.0 万公顷，

山西 42.4 万公顷，河北 53.0 万公顷，北京 3.0 万公顷，天津 3.0 万公顷，内蒙古 157.5 万

公顷，辽宁 67.4 万公顷，吉林 71.5 万公顷，黑龙江 77.5 万公顷（详见附表三、四、五、六）。

① 林种规划

依据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林种结构发展目标，结合当前林种结构现状与

存在问题，三北四期工程建设突出森林的生态功能，规划林种全部为防护林，并加大防

风固沙林和水土保持林二级防护林种建设的比重。

规划 950.0 万公顷防护林中，农田防护林面积 111.0 万公顷，占防护林面积的

11.7％；水源涵养林面积 180.7 万公顷，占 19.0％；防风固沙林面积 260.0 万公顷，占

27.4％；水土保持林面积 325.3 万公顷，占 34.2％；牧场防护林面积 15.5 万公顷，占防护

林面积的 1.6％；其他防护林面积 57.4 万公顷，占防护林面积的 6.0％（详见附表五、六）。

② 造林方式规划

根据三北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造林技术水平、宜林地条件的差异性，四

期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地采用人工造林、封山（沙）育林、飞播造林方式加快防护林体系

建设。

人工造林：人工造林必须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立地条件好的地段，按山系、流

域、通道、地区集中连片、成规模营造。人工造林的主要土壤条件为土层深厚，一般不少

于 30 厘米；坡度平缓，一般在 25 度以下；土壤中石砾含量一般在 30% 以下。三北四期

工程规划荒山（沙）人工造林的面积 630.2 万公顷，占规划造林总任务的 66.3％，全部按

工程造林管理，采用人工整地（少量机械整地）植苗造林和插条造林，少部分用直播造

林。在防护林建设中要特别重视混交造林。

封山（沙）育林：封山（沙）育林主要选择有天然下种或萌蘖能力的疏林、灌丛、草地、

采伐迹地，人工造林困难的高山、陡坡以及风沙危害大、水土流失严重及生态环境脆弱

的地区，采取封、改、造、管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封育和人工辅助手段，将可望封育成林或

增加林草盖度的资源尽快封育起来，地块要保持相对集中连片。四期工程规划，封山

（沙）育林面积为 193.7 万公顷，占规划造林总任务量的 20.4％。

飞播造林：飞播造林选择在边远的山区、沙区进行，山区地形起伏相对高差不超过

所用机型飞行作业的高差要求，宜林荒山（沙）荒地的灌草盖度不超过 0.5，超过者要进

行植被处理，沙荒地所在地区一般降水量应不低于 250 毫米。选择地块相对集中连片，

面积不少于飞机一架次的作业面积，宜播面积占总面积70％。根据三北地区实际情况，

四期工程规划飞播造林面积为 126.1 万公顷，占规划造林总任务的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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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造林树种规划

三北四期工程建设树种规划应贯彻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优先选用当地优良

乡土树种造林，大力引进和推广培育新树种，根据立地条件和不同生态环境，选择抗逆

性强的树种，做到针阔并举、乔灌草结合、多树种混交，建设多林种、多树种结合的高效

稳定的防护林体系。

树种规划原则上可按乔木、灌木两大类划分，其中要特别重视灌木树种的培植。在乔

木中分针叶和阔叶两类。中西部继续有计划地抓好“三松工程”为主（樟子松、落叶松、油

松、云杉）的针叶树造林，东部的针叶树以红松、落叶松、云杉、冷杉为主，阔叶树中西部为

杨树和其他类，东部阔叶树种选择余地较为广阔，应以珍贵的阔叶树，如水曲柳、黄波罗、

核桃楸为主，以及榆树、色木槭、白桦、椴树、青杨、山杨等。灌木分经济灌木和其他灌木。

树种规划具体控制比例是：乔木树种规划面积占造林总任务的 60％，其中针叶树

规划面积占乔木的 35％左右，占规划造林总任务量的 20％左右。

灌木树种规划，占规划造林总任务量的 40％，其中沙棘为主的经济灌木占灌木树

种造林面积的 50％左右，成为混交造林灌木树种的优选树种，其他一般灌木面积占

50％。

（二）  总体布局与分区规划

根据三北地区的地形、气候、植被、土壤、水资源情况等自然特征，生态环境脆弱程

度及灾害类型，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需求及不同地区的经济特征，在全国林业生态环境

建设的总体布局下，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建设分区的基础上，将三

北地区防护林体系建设在地域上区划为蒙新地区、黄土高原地区、华北北部地区和东北

地区四个防护林体系建设区。

三北工程的总体布局是：三北四期工程的建设任务和重点项目向西部转移。全面

规划，保护与发展并重，通过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大力植树种草扩大资源总量，提高森林

覆盖率，整体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通过在风沙危害严重地区布局重点建设项目，

加大工程建设力度，提高工程科技含量，实行集中规模治理，在新疆绿洲、龙羊峡水库周

围、河西走廊、黄河河套地区、毛乌素沙地、晋陕峡谷、科尔沁沙地和京津周围地区等建

设区域性防护林体系，使重点治理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实现重点突破；通过对松嫩辽流

域的扩展和综合治理，提高治理水平，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建成比较完备的省级防

护林体系；通过在不同类型区设立示范区，以深化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探索不同类

型区的防护林体系建设优化模式和管理经验，示范带动提高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质

量、效益和整体水平。

1.  蒙新地区

本区为三北工程的主体部分。面积最大，为 26600 万公顷，占四期工程总面积的

66.5％。行政区划涉及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青海 5 省（自治区）共 174 个县（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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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二）。

大的地势为西高东低，四面有山地环绕，中间为盆地，高原和沙丘交替分布。气候

类型以温带荒漠和半荒漠气候为主，西部高山和柴达木盆地的部分地区属青藏气候区

的高原温带。由于本区东西跨度大，西部山区海拔高，加上西风环流和多重山脉阻隔，

各地气候有明显差异。但总的情况是降水量少，年降水量一般平均为 250 毫米左右，是

我国降水最少的地方。蒸发势强，光能丰富，气温低，风力强，以荒漠景观为主。土壤普

遍瘠薄，有机质含量低，土体干燥，加上降水量少，蒸发势强，“十年九旱”给农牧业生

产带来许多困难。西部在无灌溉条件下，造林很难成活，东部水分条件相对较好。

本区自然条件特点主要表现为干旱、高寒、风大、盐碱重，防风固沙是该区建设的重点。

本区林业用地总面积为 1541 万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为 251 万公顷，宜林地面积

为 859 万公顷。

存在的主要问题：本区植被稀疏、风大沙多，沙漠浩瀚，戈壁绵延。由于森林经营水

平不高，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等原因，森林植被的恢复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平原农田风沙危害比较严重，荒漠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绿洲面积在缩小，沙漠在扩张，土

地沙漠化加剧，危害并吞食绿洲。阿尔泰、天山、祁连山和贺兰山等水源涵养林区，因集

中过伐，造成森林退化，很多森林变成了疏林，从而影响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

林业发展与主攻方向：以防沙治沙为重点，保护好现有的天然荒漠植被，在沙漠前

沿建设乔、灌、草合理配合的防风阻沙林带，在风沙危害的城镇、道路及绿洲外围构筑大

型防护林带，在绿洲内部建设完备的农田防护林体系，控制沙漠的扩展与风沙侵袭，保

护绿洲，改善生态环境。

山地、丘陵地区在封育保护经营好现有森林的基础上，以恢复和发展水源涵养林和

水土保持林为主，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率，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

建设任务规划：造林任务 289.2 万公顷，其中，荒山（沙）人工造林 178.5 万公顷，

占造林任务量的 61.7%，封山（沙）育林 87.0 万公顷，占造林任务量的 30.1%，飞播造林

23.7 万公顷，占造林任务量的 8.2%。

建设重点：黄河河套地区高标准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毛乌素沙地防护林体系

建设项目；河西走廊高标准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新疆绿洲外围荒漠植被保护及基

干林带建设项目；龙羊峡库区防风固沙林建设项目。

主要造林树种：

山地主要选择华北落叶松、油松、樟子松、云杉、杜松及白桦、山杨、青杨、紫椴、蒙古

栎、胡枝子等，丘陵地区主要选用白榆、杨、柳、油松、樟子松、沙棘、柠条等。平原、沙区、

绿洲主要选用胡杨、云杉、园柏、青杨、青海杨、新疆杨、杏、侧柏、油松、樟子松、沙枣、白

榆、旱柳、小叶杨、梭梭、白刺、柽柳、枸杞、锦鸡儿、沙柳、沙棘、沙拐枣、花棒、沙冬青等。

2.  黄土高原地区

本区位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中部，按行政区划包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

青海 6 省（自治区）共 182 个县（旗、市），详见附表二。总面积 3860 万公顷，占四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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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9.7%。

本区地处黄土高原，90% 以上的土地被黄土覆盖，其覆盖厚度均在 50 米以上。远

远超过世界其他黄土地区的厚度。黄土覆盖趋势是由西向东逐渐减薄，由北向南逐渐

增厚。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境内沟壑众多，地面破碎，坡面陡峭，25 米以上的陡坡面

积占总面积的 40%~50%。本区土壤土体深厚，但漏肥漏水严重，土壤瘠薄，石灰性反应

强烈，保水蓄水能力低，易干旱。本区气候属中温带半干旱区和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区。

光热资源丰富，降水量少，而且分配不均，大暴雨多集中于 6~9 月份，加之坡陡谷深和人

为垦殖活动影响，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

自然条件特点主要表现为土体深厚，地表破碎和水土流失严重，工程建设重点在于

营造水土保持林，增加植被盖度，增强土壤的保土蓄水功能，防止水土流失。

本区林业用地总面积为 1214 万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为 384 万公顷，宜林地面积

为 471 万公顷。

存在的主要问题：本区主要限制因子是水土流失、多风干旱少雨、土壤贫瘠。随着

人口增长，人类活动增加，滥垦、滥伐、滥牧、滥挖草坯现象更加频繁，林木资源受到严重

破坏，森林植被稀少，林分质量逐渐下降，部分地区林木残败不堪；尤其是长期以来重伐

轻管，忽视了水源涵养林的建设，造成林种比例结构严重失调，并严重影响森林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功能的发挥，导致黄土高原地区每年注入黄河大量的泥沙，严重制约水利

工程效益的发挥。

林业发展与主攻方向：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塬边、丘陵、黄土高原和河流两岸重点营

造水土保持林。山区以水源涵养林建设为重点，加大飞机播种造林力度，切实全面加强

封山（沙）育林，封育改造低效林，提高林地生产力和林分防护效益。汾渭平原要加强完

善和提高农田林网建设力度。在加强对现有林经营管理的同时，要加快荒山造林、次生

林改造复壮工作，不断提高林分质量和蓄水功能，扩大森林植被面积。

建设任务规划：造林任务 255.2 万公顷，其中，荒山（沙）人工造林 202.7 万公顷，

占造林任务量的 79.4%，封山（沙）育林 37.2 万公顷，占造林任务量的 14.6%，飞播造林

15.3 万公顷，占造林任务量的 6.0%。

建设重点：晋陕峡谷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

主要造林树种：

黄土丘陵区与陇秦晋山地区：油松、樟子松、华山松、落叶松、侧柏、园柏、云杉、箭杆

杨、新疆杨、北京杨、毛白杨、河北杨、青杨、刺槐、白榆、栎类、白蜡、臭椿、槭属、桦木属、

黄栌、沙棘、黄芪、紫穗槐、胡枝子、小檗、苹果、桃、杏、核桃、柿、板栗、花椒、杜仲、黄柏。

汾渭平原农防区：油松、华山松、水杉、毛白杨、北京杨、群众杨、箭杆杨、合作杨、柳

属、枫杨、刺槐、泡桐、臭椿、苦楝、白蜡、槭属、白榆、柽柳、沙棘、锦鸡儿、紫穗槐、胡枝子、

苹果、梨、杏、核桃、板栗、银杏、杜仲、花椒、黄连木。

3.  华北北部地区

本区位于三北工程的中南部，东临松辽平原，南接华北平原，西抵太行山东麓，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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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的朝阳、阜新山地。按行政区划包括辽宁、河北2省和北京、天津两市共52个县（市、

区）（详见附表二）。总面积 717 万公顷，占四期工程总面积的 1.8%。

从地理位置看，燕山、太行山从北、西两面拱卫着首都北京和华北大平原，因此，防

护林体系建设不仅对当地生态环境改善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京津及华北一带的环境和

水源以及潘家口、密云、十三陵等水库的保护，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地势自西北向

东南呈阶梯状下降，或为褶皱山地。在长期的内、外应力作用下，形成中山、低山、丘陵、

盆地、宽谷等多种地貌类型。辽西低山丘陵和冀北、冀西北、冀东北山地面积分别占本

区总面积的 30.5％和 60.3％。土壤营养丰富，呈中性至微酸性反应，一般宜林条件较

好。但在山体的阳面和坡面较陡地区，土层较薄，易干旱，造林困难。本区除长城以北

的燕山山地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外，其余都处于暖温带，一般气候温和，无霜期较长，日照

较多，水热同期。但大陆性气候明显，其特点是春季干旱多风，夏秋炎热多雨，冬季寒冷

干燥。

自然条件特点主要表现为降水较丰富，但分配不均，干旱和洪涝灾害同时并存。水

土流失严重，跑水、跑肥、跑土、淤库等现象普遍。

本区林业用地总面积为 252 万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为 152 万公顷，宜林地面积为

100 万公顷。

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毁林开荒和过度放牧，使原有植被遭到破坏，目前本区植被

少、覆盖率低，造成水土流失、沙化、风蚀等生态性灾难。现有林草植被质量低、结构不

合理，造林任务重、难度大，从现有宜林地看，主要集中分布贫困偏远山区和生态脆弱地

区，大半分布于土壤瘠薄、岩石裸露的干旱阳坡，造林成活难、保存也难。

林业发展与主攻方向：今后主要治理措施一是大力开展封山育林，在有一定数量残

存植被，萌蘖更新能力好的地段，封山育林可以尽快恢复森林植被；二是积极进行人工

造林，在河川上源和重点河流两侧的集水区，规划营造水源涵养林，水土流失严重的黄

土丘陵和陡峭瘠薄的土石山地规划营造水土保持林，平原农区加速高标准农田林网建

设，适度发展用材林和经济林；三是继续保护、管理好现有森林，在确保现有森林资源不

再破坏的前提下，加强对低效林的封育改造，强化对幼、中龄的科学抚育。

建设任务规划：造林任务 94.2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47.0 万公顷，占造林任务量

的 49.9%，封山育林 26.6 万公顷，占造林任务量的 28.2%，飞播造林 20.6 万公顷，占造林

任务量的 22.9%。

建设重点：本区建设范围全部在原京津周围绿化重点工程范围内，此次规划仍然作

为工程建设重点，即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建设项目。

主要造林树种：

落叶松、油松、栎类、白桦、色木、侧柏、刺槐、杨树、柳、板栗、核桃、枣、花椒、柿、山

杏、沙棘、锦鸡儿、紫穗槐、胡枝子。

4.  东北地区

本区位于三北四期工程建设区的东部，包括原东北西部和新延伸的东北东部的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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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辽流域。按行政区划包括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和辽宁 4 省（区）共 183 个县（旗、市），

详见附表二。总面积 8813 万公顷，占四期工程总面积的 22.0%。

本区地貌类型以高平原为主，占总面积的 78.7％。西部为呼伦贝尔高原和大兴安

岭南部，东部为东北平原的主体和长白山区，北部为小兴安岭南麓。本区属暖温带到寒

温带大陆性气候，绝大部分属于温带气候类型。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春季干燥多大风，夏

季雨量集中，冬季漫长寒冷。热量自北向南递增，湿度从东向西递减，由湿润、半湿润向

干旱、半干旱气候过渡。是三北工程建设区中土壤最为肥沃的地区，一般土层深厚，有

机质含量高，农牧业发达，并且是传统的林业生产基地。

本区林业用地总面积为 2605 万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为 1969 万公顷，宜林地面积

为 497 万公顷。

存在的主要问题：科尔沁沙地及松嫩辽平原区，由于毁林开荒和乱垦滥伐，使原本

不多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风沙危害日益突出，造成区域性小气候改变；本区东半部山

地、大兴安岭山地由于集中过量采伐，利用不合理，后备资源培育速度慢，重伐轻造，导

致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加剧，水源涵养功能减弱。

林业发展与主攻方向：本着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在东北西部、科尔沁沙地大

力营造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和水土保持林等。东北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山地森林

涵养水源的作用，严禁过量采伐和毁林开荒，重点管理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同时通过

人工造林，封山育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强水源涵养能力。

建设任务规划：造林任务 311.4 万公顷，其中，荒山（沙）人工造林 202.0 万公顷，

占造林任务量的 64.9%，封山（沙）育林 42.8 万公顷，占造林任务量的 13.7%，飞播造林

66.6 万公顷，占造林任务量的 21.4%。

建设重点：科尔沁沙地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

主要造林树种：

东北东部山区、丘陵区：红松、落叶松、沙松、冷杉、鱼鳞云杉、水曲柳、核桃楸、刺槐、

黄波罗、色木、山杨、白桦、柴椴、裂叶榆、枫桦、香杨、大青杨、柴穗槐、胡枝子、苹果、苹果

梨、板栗、核桃、沙棘、丁香、山梅花、虎榛子、忍冬。大兴安岭山地：落叶松、樟子松、云杉、

栎类、油松、白桦、杨树、刺槐、山杏、柠条、沙棘、灌木柳、胡枝子。科尔沁沙地和松辽平

原农区：落叶松、樟子松、杨树、色木、白榆、刺槐、旱柳、胡枝子、紫穗槐。

（三）  重点项目建设

选择三北四期工程建设区内目前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灾害类型突出及危害严重，治

理后对改善全国生态环境最具影响，对实现三北四期工程奋斗目标最为重要的区域作

为重点治理区域，需要跨省（区、市）进行重点治理，规划一批建设重点项目，实现重点突

破，建设区域性防护林体系。

三北四期工程规划确定的区域性重点建设项目是：

1.  新疆绿洲外围荒漠植被保护及基干林带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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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龙羊峡库区防风固沙林建设项目；

3.  河西走廊高标准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

4.  黄河河套地区（内蒙古、宁夏）高标准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

5.  毛乌素沙地（宁夏、内蒙古、陕西）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

6.  晋陕峡谷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

7.  科尔沁沙地（辽宁、吉林、内蒙古）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

8.  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建设项目；

9.  呼伦贝尔盟防护林体系建设项目。

三北四期工程9个重点建设项目规划造林任务量为379.9 万公顷，占三北四期造林总

任务量的 41.2％。其中人工造林 168.0 万公顷，占建设重点项目造林总任务量的 44.2％；

封山（沙）育林161.9 万公顷，占42.6％；飞播造林50.0 万公顷，占13.2％（详见附表七）。

（四）  示范区建设

为了提高三北四期工程建设效益和质量，使三北防护林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一

个新的突破和大的发展，重点选择一批具有代表性类型的县、市作为工程建设综合示范

区，深化改革，探索新的建设机制、管理经验及林地使用权改革的最佳方式方法，推广应

用新思路、新成果、新技术等，建设各具特色的不同类型区防护林体系建设的优化模式，

树立建设比较完备的防护林体系和实现山川秀美的典型，为四期工程建设起到样板或

示范作用，推动和指导面上工程建设。

1.  示范区选择条件

示范区建设必须选择领导重视，致力于改革创新，群众积极性高的地区，以便建好

样板、树立典型，成为楷模；要有健全的林业机构作为示范区建设的保障和前提，由于示

范区科技含量高，要求技术力量雄厚，要有调查、设计、科研、推广等各类专业人员，才能

保证示范区建设任务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示范区的选择必须考虑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

防护林建设类型、林业生产发展方向和地区资源优势，所选示范区要有地区特色，具有

典型性、代表性和较大的推广范围，能进行分类指导，大区域辐射示范。

2.  建设内容

考虑到示范区建设的连续性、完善性和深化性，三北四期工程建设要继续抓好原有

三北地区级示范区，并适当增加和丰富示范内容。本次规划的三北地区级示范区有：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北坡防沙治沙示范区；

2.  甘肃省景泰、古浪及平凉防护林体系建设示范区；

3.  陕西省永寿防护林体系建设示范区；

4.  山西省昕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建设示范区；

5.  辽宁省朝阳市山地及康法防护林体系建设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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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防护林体系建设示范区。

三北四期工程规划的示范区，总面积 947.5 万公顷，占三北四期工程建设区总面积

的 2.3％。造林任务量为 83.3 万公顷，占三北四期造林总任务量的 9.0％。其中荒山（沙）

人工造林 35.1 万公顷，占示范区造林总任务量的 42.1％；封山（沙）育林 22.2 万公顷，占

26.7％；飞播造林 26.0 万公顷，占 31.2％（详见附表八）。

（五）  种苗建设

1.  四期工程建设种苗需求量

（1）  人工造林种苗需求量

三北四期规划人工造林面积为 628.9 万公顷，总需苗木量为 2732468 万株，其中针

叶树 624482 万株，阔叶树 781467 万株，灌木林 1326519 万株。种子总量 1123 万公斤。

年度需苗木量为 273247 万株，需种子量 112.3 万公斤。

（2）  飞播造林种子需求量

三北四期规划飞机播种造林总面积为 110.1 万公顷，需种子量 661.0 万公斤，其中

针叶树 152.0 万公斤，灌木 509 万公斤。

2.  良种基地和采种基地建设规划

三北四期工程建设规划良种基地面积 41651 公顷，其中新建 11435 公顷，新建母树

林面积5966公顷，新建种子园面积3740公顷，新建采穗圃面积1730公顷。规划采种（穗）

基地面积 259125 公顷（新建 72504 公顷），其中乔木树种面积 178647 公顷，灌木树种面

积 80477 公顷。

3.  育苗面积规划和标准化苗圃建设

（1）  育苗面积规划

现有各类苗圃的育苗面积，从各省上报材料看，基本上能满足造林对苗木量的需

求，总供应可以满足，个别地区、省际间可做树种种苗的余缺调剂，原则上不再进行新的

苗圃地建设规划。

四期工程建设共需各种苗木 2732468 万株，其中插条苗 491844 万株，需种量 1784

公斤（含飞播需种量）。规划育苗总面积为195840公顷，其中新增育苗面积128884公顷，

年平均育苗面积 19584 公顷。

（2）  标准化苗圃建设

为了提高经营质量和科技水平，本次规划确定对有条件的苗圃有针对性地进行重

点改造，进行标准化苗圃建设，拟以县为单位建设标准化苗圃，由省（区、市）进行统一布

局和调整。本次规划 108 个标准化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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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科技支撑体系及监测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建设

1.  建立分级技术培训制度

技术培训工作必须在四期工程启动之初和运作过程中不间断地进行。拟建三北地

区和地方两级技术培训体系。

三北工程区级的培训工作可以依托于北京林业大学和国家林业局干部管理学院。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这两个单位教学资源和设施优势，承担培训任务。三北工程区级培

训主要培训对象为项目区各省（区、市）、地（市、州、盟）、县（旗、市、区）的主管领导，技术

骨干以及负责地方培训工作的管理和科技人员。

培训主要内容：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国内外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理论，先进

成熟的科技成果，适用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工程建设的经验，以及结合工程建设各环节

的技术培训，包括规划设计、质量检查、验收标准、工程核算、生态效益监测、种苗培育、

病虫鼠害防治、林火管理、抚育管护等。

各省区、地市、县，分别培训县、乡、村林业主管领导。主要技术骨干和农民结合工

程建设需要，开展造林绿化工程建设各技术环节的先进适用技术培训。

2.  稳定乡（镇）林业工作站

稳定基层林业技术推广队伍，建立健全省、地、县、乡四级林业科技推广网络，有计

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对基层推广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林业

工作站是林业最基层的组织生产、技术推广和执法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应进一步强化

林政执法，护林监督、技术推广、检查以及组织、管理、指导和服务的作用。

3.  大力推广和应用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

工程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科技进步，加大科技含量，在质量、效益、品种中寻求

新突破。在四期工程建设中应大规模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成熟的科研成果，依据工程建

设需要，遵循科技成果与技术项目选定原则，三北四期工程建设重点推广以下四个方面

适用技术。

优良树种、品种推广 25 项；

育苗技术 14 项；

工程造林技术 34 项；

综合配套技术 20 项。

总计 93 项，规划推广面积为 1579270 公顷，占总规划造林任务的 17.1％。

4.  建设生态效益（信息）定位观测站（点）

要加快以生态效益定位观测站（点）为主体内容的项目区科技基础建设。在三北地

区 59 个防护林类型中，分别不同生态环境、灾害类型、地貌、植被特征等建设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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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站（点），长期连续采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土壤、生物、气象、水文等方面的信息，建

立数据库。主要监测植被生长动态变化，林地水源涵养、水分平衡动态变化，林地土壤

营养元素动态变化，区域自然灾害动态变化，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沙漠化和水土流失

动态变化等，探索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效果和规律。

5.  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监测管理网络信息系统

为了加强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管理，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用先进的监测网络技

术对三北工程进行监测管理，拟在全国生态环境综合监测网络体系建设规划指导下，按

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建立“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监测管理网络信息系统”。

（1）  系统主要内容：

① 建立网络系统。利用计算机因特网技术，建立以三北局为中心，三北地区 13 省、

市、区为分中心，600 个县为信息站的三级网络系统。

在三北局建设完善的广域网，可以达到三北局内部的信息资料传输（局域网），并通

过远程访问与三北地区各地联网（广域网）。

在 13 个省、市、区的林业厅（局）建立内部网（局域网），同时通过远程访问与三北局

及各省联网（广域网）。

在 600 个县建设信息站，通过因特网访问三北局及省级网。

②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 技术）对三北工程进行监测。

在三北局建立三北工程的属性数据库、图形数据库、图像数据库，集成形成定期和

动态监测系统。

在 13 个省、市、区同时建立本省的三个基础数据库，产生各种专业图和统计表。

在 600 个县建立以小班为基础的属性数据库和图形数据库，且定期进行更新。

③ 管理自动化。

通过网络系统和监测系统的建立，进行科学管理，信息交流，以达到办公自动化为

基础的管理自动化。

（2）  技术基础

① 应用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遥感技术（RS）、大地定位技术（GPS）。

② 技术支持：以三北局正执行的“中德合作三北防护林工程监测管理信息系统”项

目，第一期在三省三县试点，于 2001 年将完成技术示范工作，为三北地区全面实施提供

技术保证。

（3）  系统运行

① 用三年时间建立健全三北地区网络和监测系统的本底调查。

② 以后每年对工程进展进行动态监测，更新数据库。

③ 每 10 年进行全面更新调查，更新遥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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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 资 概 算

（一）  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四期工程规划投资概算的编制主要是从三北地区的实际情况

出发，参照工程区最近几年造林成本中的人工费用和物价水平，并考虑到未来十年物价

上升指数等因素而确定的。

1.  投资概算依据

（1） 《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 号；

（2）  国家林业局《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中投资

测算标准；

（3）  国家林业局颁发的《林业工程建设预算编制办法》LDB206-87 ；

（4）  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发的《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1995 ；

（5）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有关的投资概算指标及物价波动因素；

（6）  三北地区近几年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投资参数。

2.  投资概算指标及中央财政补助标准

投资概算指标是依据国家林业局局颁有关造林、种苗等“规程”“办法”的规定，参

照各省级四期工程规划所采用的指标，同时考虑工程建设区内树种选择和自然地理条

件的差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定的。具体投资概算指标如下：

（1）  人工造林：3000 元 / 公顷（200 元 / 亩）；

（2）  飞播造林：1800 元 / 公顷（120 元 / 亩）；

（3）  封山（沙）育林：1050 元 / 公顷（70 元 / 亩）；

（4）  森林资源管护：国家公益林标准为管护 200 公顷 / 人·年，补助 97.5 元 / 公顷

（6.5 元 / 亩）；

（5）  种苗基地建设：新建良种基地60000元 /公顷；改扩建良种基地20000元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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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采种基地 4000 元 / 公顷，改扩建采种基地 3000 元 / 公顷；新建标准化苗圃 60000

元 / 公顷，改扩建 20000 元 / 公顷；

（6）  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包括科技推广、技术培训、勘查设计和工程管理等费用。按

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包括造林和种苗）的 3% 计算。

中央投资补助标准，是根据目前国家财力状况并参照已实施的有关重点林业生态

建设工程确定的。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1）  人工造林：中央基建投资补助 1500 元 / 公顷（100 元 / 亩）；

（2）  飞播造林：由中央基建投资全额承担；

（3）  封山（沙）育林：由中央基建投资全额承担；

（4）  森林资源管护：由中央财政专项投资全额承担；

（5）  种苗：由中央基建投资补助 70%。

3.  投资概算与资金来源

（1）  投资概算：经计算，四期工程规划总投资 354.12 亿元，基建投资 263.45 亿元，占

总投资的 74.4%。其中造林投资 232.10 亿元，占总投资 65.54％；种苗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 26.66 亿元，占 7.53％；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等投资 4.69 亿元，占 1.33％。森林资源管

护 90.67 亿元，占总投资的 25.60％（详见附表九）。

在造林工程投资 232.10 亿元中，荒山（沙）人工造林 189.06 亿元，占造林投资的

81.46％；封山（沙）育林 20.33 亿元，占 8.76％；飞播造林 22.71 亿元，占 9.78％。

重点建设项目规划造林投资 64.65 亿元，占四期规划造林总投资的 27.85%；示范区

规划造林投资 20.38 亿元，占四期规划造林总投资的 8.78%（详见附表十、十一）。这两

项投资已包含在上述四期规划总投资中。

（2）  资金来源：本次规划总投资为 354.12 亿元，其中：中央投资 251.59 亿元。在中

央投资中，中央基建投资 160.92 亿元，占中央投资的 63.96%；中央财政专项投资 90.67

亿元，占 36.04%。在中央基建投资中，造林投资 137.57 亿元，种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8.66 亿元，科技支撑等投资 4.69 亿元。

4.  投资进度安排

根据四期工程的建设内容及其任务量对投资进行进度安排，详见表 5-2。

“十五”期间（2001~2005 年）投资 191.89 亿元，占四期工程总投资的 54.2%；其中基

建投资 146.56 亿元，占“十五”期间投资的 76.37%，包括造林投资 127.33 亿元，年平均

25.47 亿元；种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6.66 亿元，年平均 3.33 亿元；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等

投资 2.57 亿元。财政投资 45.33 亿元，占“十五”期间投资的 23.63%，包括森林资源管

护 45.33 亿元，年平均 9.07 亿元。

中央投资 134.61 亿元。在中央投资中，中央基建投资 89.28 亿元，占中央投资的

66.32%；中央财政专项投资 45.33 亿元，占中央投资的 33.68%。在中央基建投资中，造

林投资 75.05 亿元，种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1.66 亿元，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等投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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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后五年（2006~2010 年）投资 162.22 亿元，占四期工程总投资的 45.8%；其中基建投

资 116.89 亿元，占后五年投资的 72.06%，包括造林投资 104.77 亿元，年平均 20.95 亿

元；种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0.00亿元，年平均2.00亿元；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等投资2.12

亿元。财政投资 45.33 亿元，占后五年投资的 27.94%，包括森林资源管护 45.33 亿元，

年平均 9.06 亿元。

中央投资 116.98 亿元。在中央投资中，中央基建投资 71.65 亿元，占中央投资的

61.25%；中央财政专项投资 45.33 亿元，占中央投资的 38.75%。在中央基建投资中，造

林投资 62.53 亿元，种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7.00 亿元，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等投资 2.12

亿元。

表 5-2  投资进度安排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总投资 2001~2005 年 2006~2010 年

比例　　　　　　   100%　    54.2%    45.8%

合计　　　　　　 354.12 191.89 162.23

造林　　　　　　 232.10 127.33 104.77

森林资源管护　　   90.66   45.33   45.33

科技支撑体系　　 　4.69 　2.57 　2.12

种苗基础设施建设   26.66   16.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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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四期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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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县
、延

川
县

、子
长

县
、安

塞
县

、志
丹

县
、吴

旗
县

、甘
泉

县
、富

县
、

洛
川

县
、宜

川
县

、黄
龙

县
、黄

陵
县

、榆
阳

区
、神

木
县

、府
谷

县
、横

山
县

、靖
边

县
、定

边
县

、绥
德

县
、米

脂
县

、佳
县

、吴
堡

县
、清

涧
县

、子
洲

县
、

杨
凌

区

甘
肃

 7
0

酒
泉

市
、金

塔
县

、安
西

县
、敦

煌
市

、玉
门

市
、肃

北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阿

克
塞

哈
萨

克
族

自
治

县
、嘉

峪
关

市
、临

泽
县

、高
台

县
、张

掖
市

、山
丹

县
、

民
乐

县
、
肃

南
裕

固
族

自
治

县
、
金

昌
市

金
川

区
、
永

昌
县

、
民

勤
县

、
凉

州
区

、
古

浪
县

、
天

祝
藏

族
自

治
县

、
白

银
市

白
银

区
、
平

川
区

、
景

泰
县

、
靖

远
县

、
会

宁
县

、
临

夏
市

、
临

夏
县

、
永

靖
县

、
广

河
县

、
康

乐
县

、
和

政
县

、
积

石
山

保
安

族
东

乡
族

撒
拉

族
自

治
县

、
东

乡
族

自
治

县
、
定

西
县

、
通

渭

县
、
陇

西
县

、
漳

县
、
临

洮
县

、
渭

源
县

、
岷

县
、
秦

安
县

、
武

山
县

、
甘

谷
县

、
清

水
县

、
张

家
川

回
族

自
治

县
、
秦

城
区

、
北

道
区

、
平

凉
市

、
静

宁
县

、
庄

浪
县

、泾
川

县
、崇

信
县

、华
亭

县
、灵

台
县

、榆
中

县
、皋

兰
县

、永
登

县
、城

关
区

、七
里

河
区

、安
宁

区
、西

固
区

、红
古

区
、西

峰
市

、庆
阳

县
、环

县
、

镇
原

县
、华

池
县

、合
水

县
、正

宁
县

、宁
县

宁
夏

 2
2

银
川

市
西

夏
区

、金
凤

区
、兴

庆
区

、贺
兰

县
、永

宁
县

、灵
武

市
、惠

农
县

、陶
乐

县
、平

罗
县

、利
通

区
、中

宁
县

、中
卫

县
、盐

池
县

、同
心

县
、青

铜
峡

市
、红

寺
堡

区
、原

州
区

、海
原

县
、西

吉
县

、彭
阳

县
、隆

德
县

、泾
源

县

青
海

 2
9

西
宁

市
郊

区
、
大

通
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

、
湟

源
县

、
湟

中
县

、
民

和
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

、
乐

都
县

、
平

安
县

、
互

助
土

族
自

治
县

、
化

隆
回

族
自

治
县

、
循

化
撒

拉
族

自
治

县
、
共

和
县

、
贵

南
县

、
贵

德
县

、
兴

海
县

、
同

德
县

、
同

仁
县

、
尖

扎
县

、
祁

连
县

、
门

源
回

族
自

治
县

、
刚

察
县

、
海

晏
县

、
格

尔
木

市
、

德
令

哈
市

、都
兰

县
、乌

兰
县

、天
峻

县
、大

柴
旦

行
委

、冷
湖

行
委

、茫
崖

行
委

山
西

 4
4

右
玉

县
、
平

鲁
区

、
河

曲
县

、
保

德
县

、
偏

关
县

、
五

寨
县

、
岢

岚
县

、
神

池
县

、
宁

武
县

、
静

乐
县

、
原

平
市

、
忻

府
区

、
娄

烦
县

、
古

交
市

、
清

徐
县

、
尖

草

坪
区

、
晋

源
区

、
万

柏
林

区
、
方

山
县

、
离

石
市

、
中

阳
县

、
交

口
县

、
兴

县
、
临

县
、
柳

林
县

、
石

楼
县

、
岚

县
、
汾

阳
市

、
孝

义
市

、
交

城
县

、
文

水
县

、
吉

县
、乡

宁
县

、大
宁

县
、永

和
县

、隰
县

、蒲
县

、襄
汾

县
、汾

西
县

、尧
都

区
、万

荣
县

、河
津

市
、稷

山
县

、新
绛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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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新
疆

94

乌
鲁

木
齐

市
沙

依
巴

克
区

、
天

山
区

、
新

市
区

、
水

磨
沟

区
、
头

屯
河

区
、
东

山
区

、
南

泉
区

、
乌

鲁
木

齐
县

、
石

河
子

市
、
奎

屯
市

、
克

拉
玛

依
市

、
吐

鲁
番

市
、
鄯

善
县

、
托

克
逊

县
、
哈

密
市

、
伊

吾
县

、
巴

里
坤

哈
萨

克
族

自
治

县
、
昌

吉
市

、
米

泉
市

、
木

垒
哈

萨
克

自
治

县
、
阜

康
市

、
玛

纳
斯

县
、
呼

图
壁

县
、吉

木
萨

尔
县

、奇
台

县
、伊

宁
市

、伊
宁

县
、新

源
县

、巩
留

县
、察

布
查

尔
锡

伯
自

治
县

、霍
城

县
、特

克
斯

县
、昭

苏
县

、尼
勒

克
县

、塔
城

市
、
乌

苏
市

、
沙

湾
县

、
额

敏
县

、
裕

民
县

、
托

里
县

、
和

布
克

赛
尔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
阿

勒
泰

市
、
布

尔
津

县
、
吉

木
乃

县
、
青

河
县

、
福

海
县

、
富

蕴

县
、
哈

巴
河

县
、
博

乐
市

、
温

泉
县

、
阿

拉
山

口
管

理
区

、
精

河
县

、
库

尔
勒

市
、
轮

台
县

、
若

羌
县

、
且

末
县

、
博

湖
县

、
焉

耆
回

族
自

治
县

、
尉

梨
县

、

和
静

县
、和

硕
县

、阿
克

苏
市

、库
车

县
、温

宿
县

、阿
瓦

提
县

、柯
坪

县
、乌

什
县

、拜
城

县
、沙

雅
县

、新
和

县
、阿

图
什

市
、乌

恰
县

、阿
合

奇
县

、阿

克
陶

县
、喀

什
市

、麦
盖

提
县

、岳
普

湖
县

、叶
城

县
、塔

什
库

尔
干

塔
吉

克
自

治
县

、疏
勒

县
、疏

附
县

、莎
车

县
、巴

楚
县

、英
吉

沙
县

、伽
师

县
、泽

普
县

、和
田

市
、和

田
县

、墨
玉

县
、皮

山
县

、洛
浦

县
、策

勒
县

、于
田

县
、民

丰
县

内
蒙

古
69

阿
荣

旗
、莫

力
达

瓦
达

斡
尔

自
治

旗
、鄂

伦
春

自
治

旗
、鄂

温
克

族
自

治
旗

、陈
巴

尔
虎

旗
、新

巴
尔

虎
左

旗
、新

巴
尔

虎
右

旗
、扎

兰
屯

市
、牙

克
石

市
、
海

拉
尔

市
、
满

州
里

市
、
额

尔
古

纳
市

、
科

尔
沁

右
翼

前
旗

、
科

尔
沁

右
翼

中
旗

、
扎

赉
特

特
旗

、
阿

尔
山

市
、
乌

兰
浩

特
市

、
突

泉
县

、
科

尔
沁

区
、
开

鲁
县

、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
科

尔
沁

左
翼

后
旗

、
奈

曼
旗

、
库

伦
旗

、
扎

鲁
特

旗
、
霍

林
郭

勒
市

、
元

宝
山

区
、
红

山
区

、
察

哈
尔

右
翼

中
旗

、
卓

资
县

、凉
城

县
、临

河
市

、五
原

县
、磴

口
县

、杭
锦

后
旗

、乌
拉

特
前

旗
、乌

拉
特

中
旗

、乌
拉

特
后

旗
、准

格
尔

旗
、达

拉
特

旗
、伊

金
霍

洛
旗

、乌
审

旗
、
杭

锦
旗

、
东

胜
市

、
鄂

托
克

旗
、
鄂

托
克

前
旗

、
阿

拉
善

左
旗

、
阿

拉
善

右
旗

、
额

济
纳

旗
、
土

默
特

左
旗

、
托

克
托

县
、
赛

汉
区

、
新

城
区

、
回

民

区
、
玉

泉
区

、
和

林
格

尔
县

、
武

川
县

、
清

水
河

县
、
土

歇
特

右
旗

、
固

阳
县

、
九

原
区

、
石

拐
区

、
青

山
区

、
昆

都
仑

区
、
东

河
区

、
白

云
鄂

博
区

、
乌

海

市
海

渤
湾

区
、乌

达
区

、海
南

区

吉
林

46

农
安

县
、九

台
市

、德
惠

市
、榆

树
市

、双
阳

区
、长

春
市

郊
区

、永
吉

县
、舒

兰
市

、蚊
河

市
、磐

石
市

、桦
甸

市
、吉

林
市

郊
区

、公
主

岭
市

、梨
树

县
、

双
辽

市
、伊

通
满

族
自

治
县

、铁
东

区
、铁

西
区

、大
安

市
、通

榆
市

、镇
赉

县
、洮

南
市

、洮
北

区
、长

岭
县

、扶
余

县
、前

郭
尔

罗
斯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

乾
安

县
、宁

江
区

、东
辽

县
、东

丰
县

、辽
源

市
郊

区
、梅

河
口

市
、辉

南
县

、柳
河

县
、通

化
县

、集
安

市
、东

昌
区

、二
道

江
区

、靖
宇

县
、抚

松
县

、临

江
市

、江
源

县
、长

白
县

、八
道

江
区

、敦
化

市
、安

图
县

河
北

25
青

龙
满

族
自

治
县

、
卢

龙
、
唐

山
市

郊
区

、
遵

化
、
迁

西
、
迁

安
、
滦

县
、
丰

润
、
玉

田
、
安

次
区

、
三

河
市

、
大

厂
回

族
自

治
县

、
香

河
、
永

清
、
固

安
、
霸

州
市

、文
安

、大
城

、涿
州

市
、易

县
、涞

源
、涞

水
、双

桥
区

、双
滦

区
、营

子
区

北
京

4
顺

义
区

、通
州

区
、朝

阳
区

、大
兴

县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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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天
津

8
宝

坻
区

、静
海

县
、宁

河
县

、东
丽

区
、西

青
区

、津
南

区
、北

辰
区

、武
清

县

辽
宁

55

新
民

市
、
辽

中
县

、
康

平
县

、
法

库
县

、
东

陵
区

、
苏

家
屯

区
、
新

城
子

区
、
于

洪
区

、
台

安
县

、
海

城
市

、
千

山
区

、
岫

岩
满

族
自

治
县

、
抚

顺
县

、
新

宾

满
族

自
治

县
、
清

原
满

族
自

治
县

、
顺

城
区

、
宽

甸
满

族
自

治
县

、
凤

城
市

、
太

和
区

、
北

宁
市

、
黑

山
县

、
义

县
、
大

石
桥

市
、
阜

新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

彰
武

县
、细

河
区

、清
河

门
区

、辽
阳

县
、灯

塔
市

、弓
长

岭
区

、太
子

河
区

、银
州

区
、铁

法
市

、清
河

区
、铁

岭
县

、开
原

市
、西

丰
县

、昌
图

县
、朝

阳

市
双

塔
区

、
龙

城
区

、
凌

源
市

、
朝

阳
县

、
喀

喇
沁

左
翼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
北

票
市

、
建

平
县

、
兴

隆
台

区
、
双

台
子

区
、
建

昌
县

、
南

票
区

、
本

溪
满

族

自
治

县
、明

山
区

、南
芬

区
、平

山
区

、溪
湖

区
、桓

仁
满

族
自

治
县

黑
龙

江
70

哈
尔

滨
市

郊
区

、
双

城
市

、
巴

彦
县

、
呼

兰
县

、
阿

城
市

、
宾

县
、
尚

志
市

、
延

寿
县

、
木

兰
县

、
通

河
县

、
五

常
市

、
方

正
县

、
依

兰
县

、
齐

齐
哈

尔
市

郊

区
、
克

山
县

、
富

裕
县

、
讷

河
市

、
依

安
县

、
甘

南
县

、
龙

江
县

、
泰

来
县

、
克

东
县

、
拜

泉
县

、
牡

丹
江

市
郊

区
、
林

口
县

、
宁

安
市

、
海

林
市

、
穆

棱
市

、

东
宁

县
、绥

芬
河

市
、佳

木
斯

市
郊

区
、桦

川
县

、富
锦

市
、同

江
县

、桦
南

县
、汤

原
县

、抚
远

县
、大

庆
市

郊
区

、林
甸

县
、肇

州
县

、杜
尔

伯
特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肇
源

县
、鸡

西
市

郊
区

、鸡
东

县
、密

山
市

、虎
林

市
、鹤

岗
市

郊
区

、萝
北

县
、绥

滨
县

、双
鸭

山
市

郊
区

、集
贤

、宝
清

、饶
河

、友
谊

、七

台
河

市
郊

区
、勃

利
县

、绥
化

市
北

林
区

、海
伦

市
、望

奎
县

、安
达

市
、肇

东
市

、青
冈

县
、兰

西
县

、庆
安

县
、绥

棱
县

、明
水

县
、嫩

江
县

、北
安

市
、

五
大

连
池

市
、铁

力
市

续
表

　
　



259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四期工程规划　

表
二
 
三
北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四
期
工
程
分
区
范
围
表

分
区

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合
计

60
0

蒙 新 地 区

合
计

17
7

内
蒙

古
 3

6

呼
和

浩
特

市
新

城
区

、赛
汉

区
、回

民
区

、玉
泉

区
、土

默
特

左
旗

、托
克

托
县

、包
头

市
昆

都
伦

区
、清

山
区

、东
河

区
、九

源
区

、石
拐

区
、

土
默

特
右

旗
、固

阳
县

、乌
海

市
海

勃
湾

区
、海

南
区

、乌
达

区
、武

川
县

、察
右

中
旗

、东
胜

市
、达

拉
特

旗
(
包

括
恩

格
贝

实
验

区
)、
鄂

托

克
旗

、鄂
托

克
前

旗
、杭

锦
旗

、乌
审

旗
、伊

金
霍

洛
旗

、临
河

市
、五

原
县

、蹬
口

县
、乌

拉
特

前
旗

、乌
拉

特
中

旗
、乌

拉
特

后
旗

、杭
锦

后

旗
、阿

拉
善

左
旗

、阿
拉

善
右

旗
、额

济
纳

旗
、包

头
市

白
云

鄂
博

区

新
疆

 9
4

乌
鲁

木
齐

市
沙

依
巴

克
区

、
天

山
区

、
新

市
区

、
水

磨
沟

区
、
头

屯
河

区
、
东

山
区

、
南

泉
区

、
乌

鲁
木

齐
县

、
石

河
子

市
、
奎

屯
市

、
克

拉
玛

依
市

、
吐

鲁
番

市
、
鄯

善
县

、
托

克
逊

县
、
哈

密
市

、
伊

吾
县

、
巴

里
坤

哈
萨

克
族

自
治

县
、
昌

吉
市

、
米

泉
市

、
木

垒
哈

萨
克

自
治

县
、
阜

康

市
、
玛

纳
斯

县
、
呼

图
壁

县
、
吉

木
萨

尔
县

、
奇

台
县

、
伊

宁
市

、
伊

宁
县

、
新

源
县

、
巩

留
县

、
察

布
查

尔
锡

伯
自

治
县

、
霍

城
县

、
特

克
斯

县
、
昭

苏
县

、
尼

勒
克

县
、
塔

城
市

、
乌

苏
市

、
沙

湾
县

、
额

敏
县

、
裕

民
县

、
托

里
县

、
和

布
克

赛
尔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
阿

勒
泰

市
、
布

尔
津

县
、吉

木
乃

县
、青

河
县

、福
海

县
、富

蕴
县

、哈
巴

河
县

、博
乐

市
、温

泉
县

、阿
拉

山
口

管
理

区
、精

河
县

、库
尔

勒
市

、轮
台

县
、若

羌
县

、

且
末

县
、
博

湖
县

、
焉

耆
回

族
自

治
县

、
尉

梨
县

、
和

静
县

、
和

硕
县

、
阿

克
苏

市
、
库

车
县

、
温

宿
县

、
阿

瓦
提

县
、
柯

坪
县

、
乌

什
县

、
拜

城

县
、沙

雅
县

、新
和

县
、阿

图
什

市
、乌

恰
县

、阿
合

奇
县

、阿
克

陶
县

、喀
什

市
、麦

盖
提

县
、岳

普
湖

县
、叶

城
县

、塔
什

库
尔

干
塔

吉
克

自

治
县

、
疏

勒
县

、
疏

附
县

、
莎

车
县

、
巴

楚
县

、
英

吉
沙

县
、
伽

师
县

、
泽

普
县

、
和

田
市

、
和

田
县

、
墨

玉
县

、
皮

山
县

、
洛

浦
县

、
策

勒
县

、
于

田
县

、民
丰

县

甘
肃

 2
0

嘉
峪

关
市

、
玉

门
市

、
酒

泉
市

、
敦

煌
县

、
金

塔
县

、
肃

北
县

、
阿

克
塞

县
、
安

西
县

、
张

掖
县

、
肃

南
县

、
民

乐
县

、
临

泽
县

、
高

台
县

、
山

丹

县
、武

威
市

、民
勤

县
、古

浪
县

、天
祝

县
、金

昌
市

金
川

区
、永

昌
县

宁
夏

 1
5

银
川

市
西

夏
区

、
金

凤
区

、
兴

庆
区

、
永

宁
县

、
贺

兰
县

、
惠

农
县

、
吴

忠
市

利
通

区
、
红

寺
堡

区
、
平

罗
县

、
陶

乐
县

、
青

铜
峡

市
、
中

卫
县

、

中
宁

县
、灵

武
市

、盐
池

县

青
海

 1
2

德
令

哈
市

、都
兰

县
、格

尔
木

市
、刚

察
县

、乌
兰

县
、天

峻
县

、大
柴

旦
县

、茫
崖

县
、冷

湖
县

、门
源

县
、祁

连
县

、海
晏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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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合
计

60
0

黄 土 高 原 区

合
计

18
7

陕
西

 6
4

西
安

市
阎

良
区

、高
陵

县
、未

央
区

、霸
桥

区
、铜

川
市

王
益

区
、印

台
区

、耀
县

、宜
君

县
、宝

鸡
县

、凤
翔

县
、岐

山
县

、扶
风

县
、陇

县
、千

阳
县

、麟
游

县
、眉

县
、秦

都
区

、渭
城

区
、兴

平
市

、三
原

县
、泾

阳
县

、乾
县

、礼
泉

县
、永

寿
县

、彬
县

、长
武

县
、旬

邑
县

、淳
化

县
、武

功

县
、潼

关
县

、临
渭

区
、韩

城
市

、大
荔

县
、蒲

城
县

、澄
城

县
、白

水
县

、合
阳

县
、富

平
县

、宝
塔

区
、延

长
县

、延
川

县
、子

长
县

、安
塞

县
、

志
丹

县
、
吴

旗
县

、
甘

泉
县

、
富

县
、
洛

川
县

、
宜

川
县

、
黄

龙
县

、
黄

陵
县

、
榆

阳
区

、
神

木
县

、
府

谷
县

、
横

山
县

、
靖

边
县

、
定

边
县

、
绥

德

县
、米

脂
县

、佳
县

、吴
堡

县
、清

涧
县

、子
洲

县
、杨

凌
区

甘
肃

 5
0

清
水

县
、
秦

安
县

、
甘

谷
县

、
武

山
县

、
西

峰
市

、
靖

远
县

、
会

宁
县

、
景

泰
县

、
天

水
市

北
道

区
、
秦

城
区

、
张

家
川

回
族

自
治

县
、
定

西
县

、

通
渭

县
、陇

西
县

、渭
源

县
、临

洮
县

、漳
县

、平
凉

市
、泾

川
县

、灵
台

县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七

里
河

区
、西

固
区

、安
宁

区
、红

固
区

、永
登

县
、
皋

兰
县

、
榆

中
县

、
白

银
市

白
银

区
、
平

川
区

、
临

夏
县

、
广

河
县

、
和

政
县

、
康

乐
县

、
积

石
保

安
族

东
乡

族
撤

拉
族

自
治

县
、
东

乡
族

自
治

县
、岷

县
、永

靖
县

、临
夏

市
、崇

信
县

、华
亭

县
、庄

浪
县

、静
宁

县
、庆

阳
县

、环
县

、华
池

县
、合

水
县

、正
宁

县
、宁

县
、镇

原
县

宁
夏

　
7

同
心

县
、固

原
县

、海
原

县
、西

吉
县

、隆
德

县
、泾

源
县

、彭
阳

县

青
海

 1
7

西
宁

市
郊

区
、共

和
、大

通
、民

和
、乐

都
、平

安
、互

助
、湟

中
、湟

源
、化

隆
、循

化
、贵

德
、贵

南
、尖

扎
、同

仁
、同

德
县

、兴
海

县

内
蒙

古
　

5
和

林
格

尔
县

、清
水

河
县

、卓
资

县
、凉

城
县

、准
格

尔
旗

山
西

 4
4

右
玉

县
、
平

鲁
区

、
河

曲
县

、
保

德
县

、
偏

关
县

、
五

寨
县

、
岢

岚
县

、
神

池
县

、
宁

武
县

、
静

乐
县

、
原

平
市

、
忻

府
区

、
娄

烦
县

、
古

交
市

、
清

徐
县

、尖
草

坪
区

、晋
源

区
、万

柏
林

区
、方

山
县

、离
石

市
、中

阳
县

、交
口

县
、兴

县
、临

县
、柳

林
县

、石
楼

县
、岚

县
、汾

阳
市

、孝
义

市
、

交
城

县
、文

水
县

、吉
县

、乡
宁

县
、大

宁
县

、永
和

县
、隰

县
、蒲

县
、襄

汾
县

、汾
西

县
、尧

都
区

、万
荣

县
、河

津
市

、稷
山

县
、新

绛
县

华 北 北 部 地 区

合
计

 5
2

辽
宁

 1
5

义
县

、
凌

源
县

、
建

昌
县

、
阜

新
市

细
河

区
、
清

河
门

区
、
阜

新
县

、
朝

阳
市

双
塔

区
、
龙

城
区

、
北

票
市

、
锦

州
市

开
发

区
、
建

平
县

、
喀

左

县
、朝

阳
县

、北
宁

市
、葫

芦
岛

市
、南

票
区

河
北

 2
5

青
龙

满
族

自
治

县
、
卢

龙
、
唐

山
市

郊
区

、
遵

化
、
迁

西
、
迁

安
、
滦

县
、
丰

润
、
玉

田
、
安

次
区

、
三

河
市

、
大

厂
回

族
自

治
县

、
香

河
、
永

清
、

固
安

、霸
州

市
、文

安
、大

城
、涿

州
市

、易
县

、涞
源

、涞
水

、双
桥

区
、双

滦
区

、营
子

区

北
京

　
4

顺
义

区
、通

州
区

、朝
阳

区
、大

兴
县

天
津

　
8

静
海

县
、宁

河
县

、东
丽

区
、西

青
区

、津
南

区
、北

辰
区

、宝
坻

县
、武

清
县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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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区

单
位

县
数

县
（
旗

、市
、区

）
名

称

东 北 地 区

合
计

18
4

内
蒙

古
 2

8

海
拉

尔
市

、满
州

里
市

、额
尔

古
纳

市
、鄂

温
克

旗
、新

巴
尔

虎
右

旗
、新

巴
尔

虎
左

旗
、陈

巴
尔

虎
旗

、乌
兰

浩
特

市
、科

尔
沁

右
翼

前
旗

、

科
尔

沁
右

翼
中

旗
、
奈

曼
旗

、
扎

鲁
特

旗
、
霍

林
郭

勒
市

、
莫

力
达

瓦
旗

、
阿

荣
旗

、
扎

兰
屯

市
、
牙

克
石

市
、
鄂

伦
春

旗
、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阿

尔
山

市
、扎

赉
特

旗
、突

泉
县

、通
辽

市
科

尔
沁

区
、科

尔
沁

左
翼

后
旗

、开
鲁

县
、库

伦
县

、赤
峰

市
元

宝
山

区
、红

山
区

辽
宁

 4
0

新
民

市
、
黑

山
县

、
彰

武
县

、
昌

图
县

、
康

平
县

、
法

库
县

、
辽

中
县

、
台

安
县

、
沈

阳
市

苏
家

屯
区

、
东

陵
区

、
于

洪
区

、
新

城
子

区
、
鞍

山
市

千
山

区
、
海

城
市

、
大

石
桥

市
、
盘

锦
市

双
台

子
区

、
兴

隆
台

区
、
辽

阳
市

太
子

河
区

、
辽

阳
县

、
灯

塔
市

、
铁

岭
市

银
州

区
、
清

河
区

、
铁

法

市
、
铁

岭
县

、
开

原
市

、
抚

顺
市

顺
城

区
、
抚

顺
县

、
新

宾
县

、
清

原
县

、
本

溪
市

平
山

区
、
明

山
区

、
溪

湖
区

、
南

芬
区

、
本

溪
县

、
辽

阳
市

弓

长
岭

区
、西

丰
县

、凤
城

市
、宽

甸
满

族
自

治
县

、桓
仁

满
族

自
治

县
、岫

岩
满

族
自

治
县

吉
林

 4
6

农
安

县
、九

台
市

、德
惠

市
、榆

树
市

、双
阳

区
、长

春
市

郊
区

、永
吉

县
、舒

兰
市

、蛟
河

市
、磐

石
市

、桦
甸

市
、吉

林
市

郊
区

、公
主

岭
市

、

梨
树

县
、
双

辽
市

、
伊

通
满

族
自

治
县

、
铁

东
区

、
铁

西
区

、
大

安
市

、
通

榆
市

、
镇

赉
县

、
洮

南
市

、
洮

北
区

、
长

岭
县

、
扶

余
县

、
前

郭
尔

罗

斯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
乾

安
县

、
宁

江
区

、
东

辽
县

、
东

丰
县

、
辽

源
市

郊
区

、
梅

河
口

市
、
辉

南
县

、
柳

河
县

、
通

化
县

、
集

安
市

、
东

昌
区

、
二

道
江

区
、靖

宇
县

、抚
松

县
、临

江
市

、江
源

县
、长

白
县

、八
道

江
区

、敦
化

市
、安

图
县

黑
龙

江
 7

0

哈
尔

宾
市

郊
区

、双
城

市
、巴

彦
县

、呼
兰

县
、阿

城
市

、宾
县

、尚
志

市
、延

寿
县

、木
兰

县
、通

河
县

、五
常

市
、方

正
县

、依
兰

县
、齐

齐
哈

尔
市

郊
区

、克
山

县
、富

裕
县

、讷
河

市
、依

安
县

、甘
南

县
、龙

江
县

、泰
来

县
、克

东
县

、拜
泉

县
、牡

丹
江

市
郊

区
、林

口
县

、宁
安

市
、海

林
市

、穆
棱

市
、东

宁
县

、绥
芬

河
市

、佳
木

斯
市

郊
区

、桦
川

县
、富

锦
市

、同
江

县
、桦

南
县

、汤
原

县
、抚

远
县

、大
庆

市
郊

区
、林

甸
县

、

肇
州

县
、
杜

尔
伯

特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
肇

源
县

、
鸡

西
市

郊
区

、
鸡

东
县

、
密

山
市

、
虎

林
市

、
鹤

岗
市

郊
区

、
萝

北
县

、
绥

滨
县

、
双

鸭
山

市

郊
区

、
集

贤
、
宝

清
、
饶

河
、
友

谊
、
七

台
河

市
郊

区
、
勃

利
县

、
绥

化
市

北
林

区
、
海

伦
市

、
望

奎
县

、
安

达
市

、
肇

东
市

、
青

岗
县

、
兰

西
县

、

庆
安

县
、绥

棱
县

、明
水

县
、嫩

江
县

、北
安

市
、五

大
连

池
市

、铁
力

市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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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三
北
四
期
工
程
建
设
规
划
任
务
表

单
位

：公
顷

统
计

单
位

防
护

林
合

计

合
计

其
中
“

十
五

”
期

间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1
2

3
4

5
6

合
计

95
00

23
0

51
86

02
2

63
02

08
2

19
36

64
8

12
61

50
0

陕
西

84
00

00
42

00
00

84
00

00
0

0

甘
肃

80
75

00
40

37
50

52
45

00
28

30
00

0

宁
夏

40
00

00
20

00
00

40
00

00
0

0

青
海

86
00

00
43

00
00

30
00

00
36

00
00

20
00

00

新
疆

14
40

00
0

72
00

00
85

00
00

40
00

00
19

00
00

新
疆

兵
团

40
00

00
20

00
00

25
38

80
14

61
20

0

内
蒙

古
15

75
00

0
96

87
50

93
00

00
22

00
00

42
50

00

山
西

42
37

30
28

30
22

42
37

30
0

0

河
北

53
00

00
33

12
50

15
86

70
21

23
30

15
90

00

北
京

30
00

0
12

50
0

25
30

2
46

98
0

天
津

30
00

0
18

75
0

30
00

0
0

0

辽
宁

67
40

00
41

00
00

52
30

00
93

50
0

57
50

0

吉
林

71
50

00
40

80
00

49
30

00
10

70
00

11
50

00

黑
龙

江
77

50
00

38
00

00
55

00
00

11
00

00
11

5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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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三
北
四
期
工
程
建
设
规
划
任
务
分
区
表

单
位

：公
顷

统
计

单
位

防
护

林
合

计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1
2

3
4

5

合
计

95
00

23
0

63
02

08
2

19
36

64
8

12
61

50
0

蒙
新

地
区

合
计

28
91

93
5

17
85

24
8

87
00

20
23

66
67

甘
肃

29
45

68
10

91
68

18
54

00
0

宁
夏

29
60

00
29

60
00

0
0

新
疆

14
40

00
0

85
00

00
40

00
00

19
00

00

新
疆

兵
团

40
00

00
25

38
80

14
61

20
0

青
海

19
16

67
59

50
0

85
50

0
46

66
7

内
蒙

古
26

97
00

21
67

00
53

00
0

0

黄
土

高
原

地
区

合
计

25
52

29
5

20
26

86
2

37
21

00
15

33
33

陕
西

84
00

00
84

00
00

0
0

山
西

42
37

30
42

37
30

0
0

甘
肃

51
29

32
41

53
32

97
60

0

宁
夏

10
40

00
10

40
00

0
0

青
海

66
83

33
24

05
00

27
45

00
15

33
33

内
蒙

古
33

00
33

00
0

0

华
北

北
部

地
区

合
计

94
22

50
46

97
22

26
65

28
20

60
00

辽
宁

35
22

50
25

57
50

49
50

0
47

00
0

北
京

30
00

0
25

30
2

46
98

0

天
津

30
00

0
30

00
0

0
0

河
北

53
00

00
15

86
70

21
23

30
15

90
00

东
北

地
区

合
计

31
13

75
0

20
20

25
0

42
80

00
66

55
00

黑
龙

江
77

50
00

55
00

00
11

00
00

11
50

00

吉
林

71
50

00
49

30
00

10
70

00
11

50
00

辽
宁

32
17

50
26

72
50

44
00

0
10

50
0

内
蒙

古
13

02
00

0
71

00
00

16
70

00
42

5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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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三
北
四
期
工
程
建
设
防
护
林
规
划
任
务
表

单
位

：公
顷

统
计

单
位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防
风

固
沙

林
水

土
保

持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总
计

95
00

23
0

63
02

08
2

19
36

64
8

12
61

50
0

26
00

55
2

16
23

33
1

43
99

70
53

72
51

32
53

07
6

20
17

18
3

82
27

36
41

31
57

陕
西

84
00

00
84

00
00

0
0

13
17

10
13

17
10

0
0

60
27

53
60

27
53

0
0

甘
肃

80
75

00
52

45
00

28
30

00
0

31
40

56
17

25
56

14
15

00
0

28
33

15
21

25
65

70
75

0
0

宁
夏

40
00

00
40

00
00

0
0

17
10

00
17

10
00

0
0

42
50

0
42

50
0

0
0

青
海

86
00

00
30

00
00

36
00

00
20

00
00

25
10

41
42

04
0

10
90

00
10

00
01

18
67

03
10

26
53

84
05

0
0

新
疆

14
40

00
0

85
00

00
40

00
00

19
00

00
36

00
00

17
00

00
0

19
00

00
36

97
00

13
33

00
23

64
00

0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40
00

00
25

38
80

14
61

20
0

24
18

08
95

68
8

14
61

20
0

0
0

0
0

内
蒙

古
15

75
00

0
93

00
00

22
00

00
42

50
00

62
32

80
41

60
30

20
00

0
18

72
50

48
25

70
22

01
30

10
00

00
16

24
40

山
西

42
37

30
42

37
30

0
0

10
06

60
10

06
60

0
0

20
38

30
20

38
30

0
0

河
北

53
00

00
15

86
70

21
23

30
15

90
00

26
57

5
26

57
5

0
0

31
07

32
15

57
7

18
19

38
11

32
17

北
京

30
00

0
25

30
2

46
98

0
48

62
48

62
0

0
46

98
0

46
98

0

天
津

30
00

0
30

00
0

0
0

69
00

69
00

0
0

0
0

0
0

辽
宁

67
40

00
52

30
00

93
50

0
57

50
0

93
20

0
79

85
0

13
35

0
0

21
48

55
13

74
55

44
90

0
32

50
0

吉
林

71
50

00
49

30
00

10
70

00
11

50
00

15
54

60
13

04
60

0
25

00
0

24
64

20
17

14
20

50
00

0
25

00
0

黑
龙

江
77

50
00

55
00

00
11

00
00

11
50

00
12

00
00

75
00

0
10

00
0

35
00

0
30

50
00

17
50

00
50

00
0

8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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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统
计

单
位

水
源

涵
养

林
农

田
防

护
林

牧
场

防
护

林
其

他
防

护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1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总
计

18
07

22
1

82
21

87
67

39
42

31
10

92
11

10
09

6
11

10
09

6
15

53
63

15
53

63
57

39
23

57
39

23

陕
西

65
06

6
65

06
6

0
0

40
47

1
40

47
1

0
0

0
0

甘
肃

97
27

8
26

52
8

70
75

0
0

14
21

2
14

21
2

52
74

5
52

74
5

45
89

5
45

89
5

宁
夏

24
00

0
24

00
0

0
0

10
10

00
10

10
00

0
0

61
50

0
61

50
0

青
海

32
15

41
54

59
2

16
69

50
99

99
9

43
39

0
43

39
0

44
8

44
8

56
87

7
56

87
7

新
疆

22
13

00
57

70
0

16
36

00
0

38
70

00
38

70
00

0
0

10
20

00
10

20
00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0
0

0
0

12
35

32
12

35
32

0
0

34
66

0
34

66
0

内
蒙

古
35

71
00

18
17

90
10

00
00

75
31

0
31

69
0

31
69

0
64

25
0

64
25

0
16

11
0

16
11

0

山
西

19
20

0
19

20
0

0
0

44
30

0
44

30
0

0
0

55
74

0
55

74
0

河
北

81
49

6
53

21
30

39
2

45
78

3
62

12
6

62
12

6
0

0
49

07
1

49
07

1

北
京

0
0

0
0

37
5

37
5

0
0

20
06

5
20

06
5

天
津

0
0

0
0

83
00

83
00

0
0

14
80

0
14

80
0

辽
宁

18
32

00
12

29
50

35
25

0
25

00
0

12
94

40
12

94
40

90
0

90
0

52
40

5
52

40
5

吉
林

22
70

40
10

50
40

57
00

0
65

00
0

44
26

0
44

26
0

27
02

0
27

02
0

14
80

0
14

80
0

黑
龙

江
21

00
00

16
00

00
50

00
0

0
80

00
0

80
00

0
10

00
0

10
00

0
50

00
0

50
00

0



266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40 年规划汇编

表
六
 
三
北
四
期
工
程
建
设
防
护
林
规
划
任
务
年
度
表

单
位

：公
顷

统
计

单
位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防
风

固
沙

林
水

土
保

持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总
计

95
00

23
0

63
02

08
2

19
36

64
8

12
61

50
0

25
96

55
2

16
19

33
1

43
99

70
53

72
51

32
45

07
6

20
17

18
3

82
27

36
40

51
57

“
十

五
”
期

间
51

86
02

1
34

85
82

2
10

46
05

2
65

41
47

13
79

44
6

88
16

95
24

31
25

25
46

26
18

41
96

9
11

51
25

4
46

20
59

22
86

56

20
01

11
42

98
8

75
55

85
24

17
50

14
56

53
28

36
76

18
82

12
50

89
1

44
57

2
42

85
13

26
06

25
11

70
26

50
86

2

20
02

10
91

73
5

73
78

12
23

46
92

11
92

31
27

68
58

18
42

36
49

59
6

43
02

6
42

09
55

25
37

44
11

23
17

54
89

4

20
03

10
76

16
3

69
25

87
22

76
28

15
59

48
26

57
30

17
59

49
48

30
1

41
48

0
38

25
42

22
84

96
10

76
00

46
44

6

20
04

95
31

90
66

99
16

17
36

38
10

96
36

26
02

60
17

19
00

47
65

4
40

70
7

33
01

33
21

58
92

64
32

4
49

91
7

20
05

92
19

44
62

99
22

16
83

43
12

36
79

29
29

22
16

13
98

46
68

2
84

84
1

27
98

26
19

24
97

60
79

2
26

53
7

20
06

~
20

10
43

14
20

9
28

16
26

0
89

05
96

60
73

53
12

17
10

6
73

76
36

19
68

45
28

26
25

14
03

10
7

86
59

29
36

06
77

17
6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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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统
计

单
位

水
源

涵
养

林
农

田
防

护
林

牧
场

防
护

林
其

他
防

护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计
人

工
造

林

1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总
计

18
25

22
1

83
21

87
67

39
42

31
90

92
11

06
09

6
11

06
09

5
15

53
63

15
53

63
57

19
23

57
19

23

“
十

五
”
期

间
99

56
43

48
39

10
34

08
68

17
08

65
58

28
73

58
28

73
81

70
4

81
70

4
30

43
85

30
43

85

20
01

22
95

20
10

54
68

73
83

3
50

21
9

11
83

45
11

83
45

21
78

5
21

78
5

61
14

9
61

14
9

20
02

19
66

63
10

25
73

72
77

9
21

31
1

11
72

90
11

72
90

18
67

4
18

67
4

61
29

4
61

29
4

20
03

23
57

90
96

04
1

71
72

7
68

02
2

11
55

65
11

55
65

15
56

3
15

56
3

60
97

3
60

97
3

20
04

17
34

87
92

81
5

61
66

0
19

01
2

11
42

94
11

42
94

14
00

8
14

00
8

61
00

8
61

00
8

20
05

16
01

83
87

01
3

60
86

9
12

30
1

11
73

79
11

73
79

11
67

4
11

67
4

59
96

1
59

96
1

20
06

~
20

10
82

95
78

34
82

77
33

30
74

14
82

27
52

32
22

52
32

22
73

65
9

73
65

9
26

75
38

26
7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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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
 
三
北
四
期
工
程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任
务
规
划
表

单
位

：公
顷

工
程

项
目

名
称

总
面

积
规

划
造

林
总

任
务

20
01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总
计

26
78

76
63

5
37

99
06

2
16

79
50

9
16

19
62

9
49

99
24

48
15

66
20

03
06

21
08

28
70

43
2

新
疆

绿
洲

外
围

荒
漠

植
被

保
护

及
基

干
林

带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8
81

66
51

4
10

77
19

2
22

08
26

81
98

66
36

50
0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新
疆

18
81

66
51

4
10

77
19

2
22

08
26

81
98

66
36

50
0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龙
羊

峡
库

区
防

风
固

沙
林

建
设

项
目

青
海

23
01

10
0

19
70

0
16

30
0

34
00

0
19

70
16

30
34

0
0

河
西

走
廊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27
33

55
18

31
91

49
10

41
65

19
17

54
23

23
0

57
44

7
18

75
0

34
51

6
41

81

甘
肃

省
27

33
55

18
31

91
49

10
41

65
19

17
54

23
23

0
57

44
7

18
75

0
34

51
6

41
81

黄
河

河
套

地
区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49
17

33
8

21
99

00
14

59
00

74
00

0
0

22
70

0
15

30
0

74
00

0

内
蒙

古
41

42
62

8
18

44
00

11
04

00
74

00
0

0
18

44
0

11
04

0
74

00
0

宁
夏

77
47

10
35

50
0

35
50

0
0

0
42

60
42

60
0

0

毛
乌

素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0
12

75
97

34
53

00
32

63
00

19
00

0
0

45
73

0
43

83
0

19
00

0

宁
夏

90
38

29
12

00
00

12
00

00
0

0
14

40
0

14
40

0
0

0

内
蒙

古
58

55
80

0
49

30
0

30
30

0
19

00
0

0
49

30
30

30
19

00
0

陕
西

省
33

67
96

8
17

60
00

17
60

00
0

0
26

40
0

26
40

0
0

0

晋
陕

峡
谷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30
97

35
4

26
37

00
26

37
00

0
0

34
55

7
34

55
7

0
0

山
西

13
14

40
0

10
00

00
10

00
00

0
0

10
00

0
10

00
0

0
0

陕
西

省
17

82
95

4
16

37
00

16
37

00
0

0
24

55
7

24
55

7
0

0

科
尔

沁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3
29

01
71

10
71

48
0

45
83

00
30

59
80

30
72

00
11

16
02

48
26

4
31

60
8

31
73

0

辽
宁

省
41

19
55

0
22

33
00

12
23

00
50

50
0

50
50

0
26

78
4

14
66

4
60

60
60

60

吉
林

省
44

35
72

1
21

94
80

14
53

00
74

18
0

0
21

94
8

14
53

0
74

18
0

内
蒙

古
47

34
90

0
62

87
00

19
07

00
18

13
00

25
67

00
62

87
0

19
07

0
18

13
0

25
67

0

京
津

周
围

地
区

绿
化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7
72

64
3

32
21

41
76

01
8

13
98

29
10

62
94

83
79

1
90

93
46

49
8

28
20

0

北
京

市
29

82
67

18
59

0
17

72
4

86
6

32
17

30
44

17
3

天
津

市
42

48
87

59
90

59
90

71
0

71
0

河
北

省
10

49
48

9
29

75
61

52
30

4
13

89
63

10
62

94
79

86
4

53
39

46
32

5
28

20
0

呼
伦

贝
尔

盟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6
86

84
00

16
05

00
68

00
0

65
80

0
26

70
0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内
蒙

古
16

86
84

00
16

05
00

68
00

0
65

80
0

26
70

0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269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四期工程规划　

续
表

工
程

项
目

名
称

总
面

积
20

02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20
03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总
计

46
93

48
19

68
29

20
31

58
69

36
1

44
54

79
18

46
10

19
54

77
65

39
2

新
疆

绿
洲

外
围

荒
漠

植
被

保
护

及
基

干
林

带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新
疆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龙
羊

峡
库

区
防

风
固

沙
林

建
设

项
目

青
海

19
70

16
30

34
0

0
19

70
16

30
34

0
0

河
西

走
廊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44
68

1
14

58
3

26
84

6
32

52
31

91
5

10
41

7
19

17
5

23
23

甘
肃

省
44

68
1

14
58

3
26

84
6

32
52

31
91

5
10

41
7

19
17

5
23

23

黄
河

河
套

地
区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22
70

0
15

30
0

74
00

0
22

70
0

15
30

0
74

00
0

内
蒙

古
18

44
0

11
04

0
74

00
0

18
44

0
11

04
0

74
00

0

宁
夏

42
60

42
60

0
0

42
60

42
60

0
0

毛
乌

素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45
73

0
43

83
0

19
00

0
42

21
0

40
31

0
19

00
0

宁
夏

14
40

0
14

40
0

0
0

14
40

0
14

40
0

0
0

内
蒙

古
49

30
30

30
19

00
0

49
30

30
30

19
00

0

陕
西

省
26

40
0

26
40

0
0

0
22

88
0

22
88

0
0

0

晋
陕

峡
谷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34
55

7
34

55
7

0
0

31
28

2
31

28
2

0
0

山
西

10
00

0
10

00
0

0
0

10
00

0
10

00
0

0
0

陕
西

省
24

55
7

24
55

7
0

0
21

28
2

21
28

2
0

0

科
尔

沁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1
16

02
48

26
4

31
60

8
31

73
0

11
16

02
48

26
4

31
60

8
31

73
0

辽
宁

省
26

78
4

14
66

4
60

60
60

60
26

78
4

14
66

4
60

60
60

60

吉
林

省
21

94
8

14
53

0
74

18
0

21
94

8
14

53
0

74
18

0

内
蒙

古
62

87
0

19
07

0
18

13
0

25
67

0
62

87
0

19
07

0
18

13
0

25
67

0

京
津

周
围

地
区

绿
化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84
33

8
97

82
46

49
8

28
05

9
80

03
1

85
25

46
48

7
25

01
9

北
京

市
30

16
28

43
17

3
17

65
15

92
17

3

天
津

市
69

0
69

0
61

0
61

0

河
北

省
80

63
2

62
49

46
32

5
28

05
9

77
65

6
63

23
46

31
4

25
01

9

呼
伦

贝
尔

盟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内
蒙

古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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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工
程

项
目

名
称

总
面

积
20

04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20
05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总
计

38
98

49
17

95
96

14
53

28
64

92
5

34
81

64
16

93
76

13
95

76
39

21
2

新
疆

绿
洲

外
围

荒
漠

植
被

保
护

及
基

干
林

带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新
疆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10

77
19

22
08

3
81

98
7

36
50

龙
羊

峡
库

区
防

风
固

沙
林

建
设

项
目

青
海

19
70

16
30

34
0

0
19

70
16

30
34

0
0

河
西

走
廊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25
53

2
83

33
15

34
0

18
58

15
95

7
52

08
95

88
11

62

甘
肃

省
25

53
2

83
33

15
34

0
18

58
15

95
7

52
08

95
88

11
62

黄
河

河
套

地
区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22
70

0
15

30
0

74
00

0
22

70
0

15
30

0
74

00
0

内
蒙

古
18

44
0

11
04

0
74

00
0

18
44

0
11

04
0

74
00

0

宁
夏

42
60

42
60

0
0

42
60

42
60

0
0

毛
乌

素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40
45

0
38

55
0

19
00

0
36

93
0

35
03

0
19

00
0

宁
夏

14
40

0
14

40
0

0
0

14
40

0
14

40
0

0
0

内
蒙

古
49

30
30

30
19

00
0

49
30

30
30

19
00

0

陕
西

省
21

12
0

21
12

0
0

0
17

60
0

17
60

0
0

0

晋
陕

峡
谷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29
64

4
29

64
4

0
0

26
37

0
26

37
0

0
0

山
西

10
00

0
10

00
0

0
0

10
00

0
10

00
0

0
0

陕
西

省
19

64
4

19
64

4
0

0
16

37
0

16
37

0
0

0

科
尔

沁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1
16

02
48

26
4

31
60

8
31

73
0

11
16

02
48

26
4

31
60

8
31

73
0

辽
宁

省
26

78
4

14
66

4
60

60
60

60
26

78
4

14
66

4
60

60
60

60

吉
林

省
21

94
8

14
53

0
74

18
0

21
94

8
14

53
0

74
18

0

内
蒙

古
62

87
0

19
07

0
18

13
0

25
67

0
62

87
0

19
07

0
18

13
0

25
67

0

京
津

周
围

地
区

绿
化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34
18

2
89

93
17

3
25

01
6

88
65

86
91

17
4

0

北
京

市
16

52
14

79
17

3
16

53
14

79
17

4

天
津

市
49

0
49

0
49

0
49

0

河
北

省
32

04
0

70
24

0
25

01
6

67
22

67
22

0
0

呼
伦

贝
尔

盟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内
蒙

古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16
05

0
68

00
65

80
26

70



271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四期工程规划　

续
表

工
程

项
目

名
称

20
06

~
20

10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总
计

16
16

50
7

72
83

91
70

55
22

18
25

94

新
疆

绿
洲

外
围

荒
漠

植
被

保
护

及
基

干

林
带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53
85

96
11

04
13

40
99

33
18

25
0

新
疆

53
85

96
11

04
13

40
99

33
18

25
0

龙
羊

峡
库

区
防

风
固

沙
林

建
设

项
目

青
海

98
50

81
50

17
00

0

河
西

走
廊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4
36

17
46

87
4

86
28

9
10

45
4

甘
肃

省
14

36
17

46
87

4
86

28
9

10
45

4

黄
河

河
套

地
区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0
64

00
69

40
0

37
00

0
0

内
蒙

古
92

20
0

55
20

0
37

00
0

0

宁
夏

14
20

0
14

20
0

0
0

毛
乌

素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3
42

50
12

47
50

95
00

0

宁
夏

48
00

0
48

00
0

0
0

内
蒙

古
24

65
0

15
15

0
95

00
0

陕
西

省
61

60
0

61
60

0
0

0

晋
陕

峡
谷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10
72

90
10

72
90

0
0

山
西

50
00

0
50

00
0

0
0

陕
西

省
57

29
0

57
29

0
0

0

科
尔

沁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51
34

70
21

69
80

14
79

40
14

85
50

辽
宁

省
89

38
0

48
98

0
20

20
0

20
20

0

吉
林

省
10

97
40

72
65

0
37

09
0

0

内
蒙

古
31

43
50

95
35

0
90

65
0

12
83

50

京
津

周
围

地
区

绿
化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30
93

4
30

93
4

0
0

北
京

市
72

87
72

87
0

0

天
津

市
30

00
30

00
0

0

河
北

省
20

64
7

20
64

7
0

0

呼
伦

贝
尔

盟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合
计

32
10

0
13

60
0

13
16

0
53

40

内
蒙

古
32

10
0

13
60

0
13

16
0

5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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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八
 
三
北
四
期
工
程
示
范
区
建
设
任
务
规
划
表

单
位

：公
顷

项
目

名
称

总
面

积
规

划
造

林
总

任
务

20
01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1
3

8
9

10
11

12
13

14
15

总
计

94
74

68
3

83
28

11
35

14
19

22
17

22
25

96
70

95
87

0
39

06
7

26
54

2
30

26
1

三 北 地 区 级 示 范 区

昕
水

河
流

域
生

态

经
济

型
防

护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76
34

80
86

00
0

86
00

0
86

00
86

00

山
西

省
76

34
80

86
00

0
86

00
0

86
00

86
00

朝
阳

市
山

地
及

康

法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24
21

12
9

24
16

00
10

16
00

70
00

0
70

00
0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辽
宁

省
24

21
12

9
24

16
00

10
16

00
70

00
0

70
00

0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永
寿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46
65

68
35

40
0

35
40

0
0

0
35

40
35

40

陕
西

省
46

65
68

35
40

0
35

40
0

0
0

35
40

35
40

景
泰

、
古

浪
及

平
凉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12
70

70
0

97
11

0
23

81
8

37
12

2
36

17
0

17
48

0
42

87
66

82
65

11

甘
肃

省
12

70
70

0
97

11
0

23
81

8
37

12
2

36
17

0
17

48
0

42
87

66
82

65
11

通
辽

市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25
93

60
0

34
96

00
10

00
00

99
60

0
15

00
00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25
93

60
0

34
96

00
10

00
00

99
60

0
15

00
00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天
山

北
坡

防
沙

治

沙
示

范
区

合
计

19
59

20
6

23
10

1
46

01
15

00
0

35
00

23
10

46
0

15
00

35
0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19
59

20
6

23
10

1
46

01
15

00
0

35
00

23
10

46
0

15
00

35
0



273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第四期工程规划　

续
表

项
目

名
称

20
02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20

03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20
04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总
计

91
98

5
38

11
5

25
05

7
28

81
4

88
10

1
37

16
2

23
57

2
27

36
7

86
15

9
36

68
6

22
83

0
26

64
4

三 北 地 区 级 示 范 区

昕
水

河
流

域
生

态
经

济
型

防
护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86
00

86
00

86
00

86
00

86
00

86
00

山
西

省
86

00
86

00
86

00
86

00
86

00
86

00

朝
阳

市
山

地
及

康
法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辽
宁

省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永
寿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35
40

35
40

35
40

35
40

35
40

35
40

陕
西

省
35

40
35

40
35

40
35

40
35

40
35

40

景
泰

、
古

浪
及

平
凉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13
59

5
33

35
51

97
50

64
97

11
23

82
37

12
36

17
77

69
19

05
29

70
28

94

甘
肃

省
13

59
5

33
35

51
97

50
64

97
11

23
82

37
12

36
17

77
69

19
05

29
70

28
94

通
辽

市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天
山

北
坡

防
沙

治
沙

示
范

区

合
计

23
10

46
0

15
00

35
0

23
10

46
0

15
00

35
0

23
10

46
0

15
00

35
0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23
10

46
0

15
00

35
0

23
10

46
0

15
00

35
0

23
10

46
0

15
00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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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项
目

名
称

20
05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20

06
~
20

10
年

规
划

造
林

任
务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1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总
计

83
24

6
35

97
1

21
71

6
25

55
9

38
74

50
16

44
18

10
20

05
12

10
27

三 北 地 区 级 示 范 区

昕
水

河
流

域
生

态
经

济
型

防
护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86
00

86
00

43
00

0
43

00
0

山
西

省
86

00
86

00
43

00
0

43
00

0

朝
阳

市
山

地
及

康
法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96
70

0
40

70
0

28
00

0
28

00
0

辽
宁

省
28

98
0

12
18

0
84

00
84

00
96

70
0

40
70

0
28

00
0

28
00

0

永
寿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35
40

35
40

17
70

0
17

70
0

陕
西

省
35

40
35

40
17

70
0

17
70

0

景
泰

、
古

浪
及

平
凉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48
56

11
91

18
56

18
09

43
70

0
10

71
8

16
70

5
16

27
7

甘
肃

省
48

56
11

91
18

56
18

09
43

70
0

10
71

8
16

70
5

16
27

7

通
辽

市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合
计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17

48
00

50
00

0
49

80
0

75
00

0

内
蒙

古
34

96
0

10
00

0
99

60
15

00
0

17
48

00
50

00
0

49
80

0
75

00
0

天
山

北
坡

防
沙

治
沙

示
范

区

合
计

23
10

46
0

15
00

35
0

11
55

0
23

00
75

00
17

50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23

10
46

0
15

00
35

0
11

55
0

23
00

75
00

1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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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
 
三
北
四
期
工
程
建
设
区
投
资
规
划
表

单
位

：万
元

统
计

单
位

总
投

资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森
林

资
源

管
护

投
资

来
源

合
计

造
林

科
技

支

撑
等

种
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合
计

其
中

：中
央

投
资

小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育

飞
播

小
计

基
本

建
设

财
政

专
项

1
2

3
4

5
6

8
11

10
12

合
计

35
41

24
0

26
34

54
0

23
21

04
3

18
90

62
5

20
33

48
22

70
70

46
87

1
26

66
26

90
67

00
35

41
24

0
25

15
94

0
16

09
24

0
90

67
00

陕
西

27
02

27
25

20
00

25
20

00
0

0
40

77
14

15
0

13
99

82

甘
肃

20
00

82
18

70
65

15
73

50
29

71
5

0
34

53
95

65
11

85
38

宁
夏

12
28

33
12

00
00

12
00

00
0

0
18

21
10

12
62

53
0

青
海

18
18

67
16

38
00

90
00

0
37

80
0

36
00

0
38

62
14

20
4

13
26

05

新
疆

34
33

75
33

12
00

25
50

00
42

00
0

34
20

0
62

36
59

40
21

40
93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98
73

8
91

50
7

76
16

4
15

34
3

0
17

19
55

13
59

00
2

内
蒙

古
39

91
46

37
41

00
27

90
00

23
10

0
72

00
0

74
08

17
63

8
25

43
55

山
西

18
90

70
12

71
19

12
71

19
0

0
31

42
58

80
9

10
78

68

河
北

11
52

04
98

51
6

47
60

1
22

29
5

28
62

0
25

39
14

15
0

87
15

9

北
京

86
39

80
84

75
91

49
3

0
13

7
41

8
47

19

天
津

80
42

60
00

60
00

0
0

13
0

19
12

44
69

辽
宁

21
51

47
17

61
68

15
69

00
98

18
94

50
36

73
35

30
6

12
61

05

吉
林

20
47

15
19

09
35

15
09

00
11

23
5

28
80

0
36

77
10

10
4

12
62

34

黑
龙

江
27

74
53

19
45

50
16

50
00

11
55

0
18

00
0

49
98

77
90

5
17

15
81

注
：科

技
支

撑
等

投
资

为
中

央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
包

括
造

林
和

种
苗
）
的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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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三
北
四
期
建
设
重
点
项
目
造
林
投
资
规
划
表

单
位

：万
元

统
计

单
位

投
资

投
资

来
源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
沙
）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育

草
合

计
其

中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1
2

3
4

5
6

7

总
计

64
65

35
38

53
14

17
12

34
89

98
6

64
65

35
38

96
58

新
疆

绿
洲

外
围

荒
漠

植
被

保
护

及
基

干
林

带
建

设

项
目

15
89

04
   
66

24
8

 8
60

86
 6

57
0

15
89

04
12

57
80

龙
羊

峡
库

区
防

风
固

沙
林

建
设

项
目

 6
77

78
  
66

24
8

　
15

30
　

  
0

 6
77

78
 3

46
54

河
西

走
廊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2
92

06
  
 4

89
0

 2
01

34
 4

18
1

 2
92

06
 2

67
61

黄
河

河
套

地
区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3
90

20
  
31

25
0

　
77

70
　

  
0

 3
90

20
 2

33
95

毛
乌

素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3
32

45
  
31

25
0

　
19

95
　

  
0

 3
32

45
  1

76
20

晋
陕

峡
谷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4

37
70

  
43

77
0

　
　

 0
　

  
0

 4
37

70
 2

18
85

科
尔

沁
沙

地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12
05

44
  
33

12
0

32
12

8
55

29
6

12
05

44
10

39
84

京
津

周
围

地
区

绿
化

建
设

项
目

 4
44

65
  
10

65
0

 1
46

82
19

13
3

 4
44

65
 3

91
40

呼
伦

贝
尔

盟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项
目

10
96

05
  
97

89
0

 6
90

9
 4

80
6

10
96

05
 6

0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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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一
 
三
北
四
期
示
范
区
造
林
投
资
规
划
表

单
位

：万
元

统
计

单
位

投
资

投
资

来
源

合
计

人
工

造
林

封
山
（
沙
）
育

林
飞

播
造

林
育

草
合

计
其

中
：中

央
基

建
投

资

1
2

3
4

5
6

7

合
计

20
38

21
13

38
00

23
28

1
46

74
1

20
38

21
13

69
21

昕
水

河
流

域
生

态
经

济
型

防
护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25

80
0

25
80

0
0

0
25

80
0

12
90

0

朝
阳

市
山

地
及

康
法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45
75

0
25

80
0

73
50

12
60

0
45

75
0

32
85

0

永
寿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30
48

0
30

48
0

0
0

30
48

0
15

24
0

景
泰

、古
浪

及
平

凉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40

88
8

30
48

0
38

98
65

11
40

88
8

25
64

8

通
辽

市
防

护
林

体
系

建
设

示
范

区
48

07
8

10
62

0
10

45
8

27
00

0
48

07
8

42
76

8

天
山

北
坡

防
沙

治
沙

示
范

区
12

82
5

10
62

0
15

75
63

0
12

82
5

75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