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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 

珍贵用材树种培育行动方案（2016~2020）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苏通科技

产业园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

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南通市珍贵用材树种培育行动方案

（2016~2020）》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2月27日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17〕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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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珍贵用材树种培育行动方案 

（2016~2020年）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珍贵用材树种培育行动

方案（2016~2020年）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121号）精神，

为全面贯彻落实林业发展“四个着力”、“三化”结合，大力培

育材质优良、效益显著、前景广阔的珍贵用材树种，推动我市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特制定如下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为指引，

以“整体绿化要与彩色化、珍贵化和效益化相结合”为目标，以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为抓手，深入挖掘造林潜力，积极探索机制创

新，推动全社会参与国土绿化，着重培育珍贵乡土树种资源，实

现绿化美化与“蓄宝于林、藏富于民”相统一。 

（二）基本原则 

1．政府推动、社会互动。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强化部门协调与分工合作，形成发展珍贵用材树种

的社会共识。落实“谁造谁有、合造共有”政策，充分调动社会

各方广泛参与的积极性。 

2．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根据气候条件、立地条件，选择适宜珍贵用材树种造林，造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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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需排水通畅，不能积水。牢牢把握珍贵用材树种生长发育规律，

科学培育发展珍贵树种用材林。 

3．市场主导、效益兼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明确珍贵用材

树种建设规模和培育利用方式，科学选择生态效果好、经济效益

高、社会效益明显的适生珍贵用材树种造林，促进经济增长、产

业发展、农民增收、环境友好。 

4．优化模式、健康发展。合理应用各类林农和林苗复合经营、

混交造林、抚育改培等模式及配套实用技术，促进珍贵用材树种

资源培育和产业发展，实现资源总量持续增长，绿化与珍贵化、

彩色化和效益化相统一。 

（三）目标任务 

根据《南通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到2020

年全市新植珍贵用材树种1000万株，其中：营建珍贵用材树种成

片林10万亩，栽植珍贵用材树种500万株；以四旁植树、森林抚

育改造等为主，栽植珍贵用材树种500万株。 

（四）进度安排 

2016年做好调研摸底、规划编制、方案制订、组织发动、地

块落实、技术培训、苗木准备等前期工作；2017年栽植320万株；

2018年栽植310万株；2019年栽植186万株；2020年栽植184万株。 

二、建设布局 

（一）成片林建设。结合沿海防护林体系、沿江防护林体系、

森林公园、绿色通道、郊野林地及用材林基地等重点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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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高标准、规模化的珍贵用材树种成片林基地，单个造林小班

面积不小于10亩。至2020年，建设珍贵用材树种成片林基地10万

亩，栽植珍贵用材树种500万株。 

（二）进村入城行动。结合绿美乡村、森林城市和生态园林

城市建设，实施珍贵用材树种“进村（单位、社区）入城（镇）”

行动，村庄绿化、城镇绿化、公园绿地、农田林网、四旁绿化等

城乡造林绿化中大幅度提高珍贵用材树种应用比例。到2020年，

栽植珍贵用材树种300万株。 

（三）更新改造工程。结合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景观改

造、林农复合经营等，推进“两沿三园”（沿路、沿水、工业园

区、农业园区和农民家园）绿化树种结构调整与质量提升。到2020

年，栽植珍贵用材树种200万株。 

三、重点工作 

（一）科学制订方案。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制订分县（市）

区、分年度珍贵用材树种培育目标任务。督促各地将目标任务层

层分解，落实到造林地块和责任单位。指导各地科学制订珍贵用

材树种造林设计方案，把好树种关、种苗关、密度关和配置模式

关，确保建设质量和成效。 

（二）强化示范带动。大力实施省“十百千万”示范基地建

设行动，到2020年全市建成1个珍贵用材树种培育示范县、10个

珍贵用材树种培育示范片、100个珍贵用材树种培育示范村、1000

个珍贵用材树种培育示范单位。通过示范建设，总结出一套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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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学、可操作、可推广的珍贵用材树种培育发展模式。 

（三）广泛组织发动。积极开展以栽植珍贵用材树种为主题

的全民义务植树活动，鼓励适龄公民每人每年栽植1-3株珍贵用材

树种。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要开展珍贵用材树

种义务植树活动，或结对到乡村、珍贵用材树种基地、义务植树

基地等栽植珍贵用材树种。 

（四）强化种苗保障。结合苗木产业结构调整，整合现有种

苗基地资源，尽量消化现有林苗库存，同时根据周边地区的苗木

资源动态，扬长补短，培育我市的特色树种苗木。积极推广容器

化、标准化、工厂化育苗新技术，加大多年生大苗培育力度。 

（五）加强技术服务。深入开展珍贵用材树种的良种选育、

栽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控等研究。加强珍贵用材树种新品种、

新技术、新成果的引进、集成与推广，制定相关技术标准，为珍

贵用材树种发展提供“快餐式、套餐化”的先进适用技术。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广泛发动。珍贵用材树种培育工作涉及范

围广、时间周期长、标准要求高，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把珍

贵用材树种培育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协调，采取有

效措施，狠抓关键环节，确保我市到2020年完成珍贵用材树种发

展10万亩、1000万株的目标任务。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珍贵用材树种发展工作涉及多

行业多部门，各部门要切实履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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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要加强协调，主动会同各有关部门研

究解决珍贵用材树种发展推进过程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林业部门

做好协调服务，负责规划指导、良种把关、质量检查等业务工作，

交通运输、水利、建设、教育、环保等部门做好本部门（单位）

珍贵用材树种培育工作。 

（三）加大扶持，落实政策。研究制订珍贵用材树种发展扶

持和奖补政策，对区域范围内珍贵用材树种发展工作完成较好的

给予相应财政补助，引导社会资金向珍贵用材树种发展聚集。统

筹使用好国家、省有关生态建设工程等造林绿化资金，重点向珍

贵用材树种培育发展倾斜。 

（四）创新机制，严格考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要将珍贵用材树种培育发展年度目标纳入责任制考核，制

定珍贵用材树种育苗成活率、育苗标准化率、造林成活率、造林

面积等发展考核指标，签订目标责任状，认真考核任务完成和实

施质量情况，严格兑现奖惩。 

 

附件：1．南通市珍贵用材树种培育行动任务分解表 

2．南通市珍贵用材树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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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南通市珍贵用材树种培育行动任务分解表 

 

 

总任务 年度栽植株数（万株） 

总株数
（万株） 

其中成片林
面积（万亩）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合计 1000 10 320 310 186 184 

海安县 140 1.2 40 40 30 30 

如皋市 140 1.2 40 40 30 30 

如东县 140 1.2 40 40 30 30 

海门市 140 1.2 40 40 30 30 

启东市 140 1.1 40 40 30 30 

通州区 140 1.1 40 40 30 30 

崇川区 28 0.5 15 10 2 1 

港闸区 53 1.0 25 25 2 1 

市开发区 52 1.0 25 25 1 1 

通州湾 

示范区 27 0.5 15 10 1 1 

注：1．市开发区各项任务包括苏通科技产业园。 

2．成片林的单个造林小班面积不小于1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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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通市珍贵用材树种选择 

 

根据国家林业局发布的《中国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

结合南通自然环境条件，遵循适地树种和乡土树种优先原则，推

荐珍贵造林树种24种（树种特性详见表1、表2），其中：优先推

荐7种，一般推荐17种。 

优先推荐树种：榉树、榔榆、银杏、楸树、香樟、香椿、薄

壳山核桃等。 

一般推荐树种：杂交马褂木、梓树、黄檀、刺楸、色木槭、

红椿、柿树、枣树、光皮树、红豆树、黄金树、栗叶榆、圆柏、

柏木、麻栎、栓皮栎、柘木（柞榛）等。 

 

附表：1．优先推荐树种特性分析表 

2．一般推荐树种特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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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1  优先推荐树种特性分析表 

序号 树种 树种特性 

1 榉树 

落叶乔木，喜光略耐荫。喜温暖气候和肥沃湿
润的土壤，耐轻度盐碱。根深而抗风强，抗污
染，寿命长。 

2 榔榆 

落叶乔木，喜光耐干旱，酸性、中性及碱性土
壤均适应，但以肥沃且排水良好中性土壤为最
佳。对有毒气体烟尘抗性较强。 

3 银杏 

落叶大乔木，根深，主干通直，寿命长。阳性
树，喜排水良好的深厚砂质壤土。耐寒性颇强，
生长较快，不耐水湿。 

4 楸树 

落叶乔木，深根性，喜光，较耐寒，不耐干旱、
积水，稍耐盐碱。萌蘖性强，幼树生长慢。耐
烟尘、抗有害气体能力强。 

5 香樟 

喜光，稍耐荫，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性不强，
土壤以深厚、肥沃、湿润微酸性粘质最好，主
根发达，深根性 

6 香椿 

落叶乔木，喜温，喜光，较耐湿，适宜于河边、
宅院周围肥沃湿润的砂壤土。适宜的土壤酸碱
度为PH5.5～8.0。 

7 薄壳山核桃 

乔木，阳性树种，对土壤适应范围广，在立地
条件好的区域生长迅速，深根性，萌蘖力强，
生长速度中等，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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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一般推荐树种特性分析表 

序号 树种 树种特性 

1 杂交马褂木 
喜光及温和湿润气候。喜深厚肥沃湿润排水良
好酸性或微酸性土壤。不耐水湿。 

2 梓树 

落叶乔木，主干通直平滑，适应性较强，喜温
暖耐寒。以深厚肥沃夹沙土为好。不耐干旱瘠
薄。抗污染能力强，生长较快。 

3 黄檀 

喜光，耐干旱瘠薄，不择土壤，但以在深厚湿
润排水良好的土壤生长较好，忌盐碱地；深根
性，萌芽力强。 

4 刺楸 

落叶乔木，适应性很强，喜光和湿润的环境，
稍耐阴，耐寒冷，适宜肥沃、深厚、疏松且排
水良好的中性或微酸性土壤生长。 

5 色木槭 
落叶乔木，稍耐阴，深根性，喜湿润肥沃土壤，
在酸性、中性、石炭岩上均可生长。 

6 红椿 

落叶或近常绿乔木，喜光，不耐庇荫。喜温暖
湿润气候。适生于深厚、肥沃、湿润而排水良
好酸性土壤。 

7 柿树 

落叶乔木，秋季叶经霜变红，非常美观。深根
性，对土壤适应性强，在山地、平原、微酸、
微碱性的土壤上均能生长。 

8 麻栎 
喜光，深根性，萌芽力强，耐干寒，抗风，适
宜酸性土壤。 

9 栓皮栎 
喜光，深根性，耐干旱，对土壤要求不严，酸
性、中性，石灰石性土均能生长。 

10 枣树 
落叶乔木，强阳性，对气候、土壤适应性较强。
耐干旱、瘠薄，根系发达，深而广，能抗风沙。 

11 光皮树 

落叶乔木，喜生长在排水良好的壤土，深根性。
喜光，耐旱，对土壤适应性较强，抗病虫害能
力强，耐寒。 

http://baike.so.com/doc/5932487-6145416.html
http://baike.so.com/doc/4546117.html
http://baike.so.com/doc/6451543.html
http://baike.so.com/doc/6320706-6534308.html
http://baike.so.com/doc/6732356-6946660.html
http://baike.so.com/doc/5932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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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红豆树 

喜光，幼年喜湿耐阴，中龄以后喜光。较耐寒。
对水分要求较高；根系发达，寿命较长，具萌
芽力。 

13 黄金树 
乔木，喜光树种，喜湿润凉爽气候及深厚肥沃
疏松土壤。耐寒性较差，不耐贫瘠和积水。 

14 栗叶榆 

高大落叶乔木，喜光耐干旱，酸性、中性及碱
性土壤均适应，尤以肥沃且排水良好中性土壤
为佳。抗毒气及烟尘性较强。 

15 圆柏 

常绿乔木，喜光较耐荫。忌积水。耐寒、耐热，
对土壤适应广、深厚而排水良好处生境最佳。
深根性，根系发达。 

16 柏木 

乔木，喜温暖湿润，对土壤适应性广，耐干旱
瘠薄，也稍耐水湿，主根浅细，侧根发达。耐
寒性较强。 

17 柘木（柞榛） 

落叶乔木，南通地方特色珍贵用材树种。分布
较广，耐水湿，耐寒性较强，寿命长，萌芽力
强。 

 

 

 

 

 

 

 

 

http://baike.so.com/doc/5437281-56755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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