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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成果的通知
(内政办发〔2013〕49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各旗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委、

办、厅、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经过

全区上下几年来的共同努力，我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

果和明显成效。截至 2012 年底，全区已确权集体林地 3.26 亿亩，

占集体林地总面积的 99.71%，发放林权证 177 万本，发证面积

3.25 亿亩，占确权面积的 99.57%，基本完成集体林明晰产权、

承包到户任务，配套改革积极有序开展。但通过检查验收发现，

我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个别

地区外业勘界没有严格执行林业调查规范，存在四至表述不清、

林地地类与实际不符等问题；部分地区林改档案建设不规范，不

符合档案管理的要求，存在收集不全、整理不规范、缺项漏项、

填写错误、保存有安全隐患等问题；配套改革相对滞后，旗县林

权管理服务中心建设步伐不够快，农牧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缓

慢，林权抵押贷款实施范围小，林权流转监管不到位；林下经济

总量小，产品单一，组织化、集约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带动农

牧民增收致富的能力不强。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成果，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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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稳定和完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管理。对家

庭承包的，要保持长期稳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调整和收

回，不得干涉承包方的正当生产经营活动；对联户承包经营的，

要保护好共有人权益，承包户要求分山到户的，要继续做好明晰

产权、勘界发证工作；对采取股份制模式承包的，要完善合

作经营方式，发放股权证，落实股份合作经营管理制度；对

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要实行民主管理，不得随意流转。要坚持

产权到户、补偿到户的原则，按政策要求，将生态补偿等财政补

贴落实到户。对明晰产权、承包到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

分析总结，制定整改方案，落实责任和措施，确保整改工作取得

实效，确保改革质量，维护农牧民承包经营权。加大林权纠纷等

矛盾排查力度，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互谅互让、依法依规、

合情合理的原则，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要求，依法由各级

人民政府调处，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维护林区社会稳定。要切实

加强调解仲裁工作，加快建立健全乡村调解、旗县（市、区）仲

裁的农村牧区林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体系，及时解决林

地纠纷。

二、加强林改档案管理工作

完整、准确、系统的林改档案，是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林权

人合法权益、稳定和完善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确保农村牧区社会

稳定的重要保证。各级林业、档案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林改档案

工作，加强对基层林改档案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对存在的问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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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补充、纠正，进行认真整改，达到收集齐全、

整理规范、保管安全、利用方便的要求。旗县（市、区）林业局、

苏木乡镇和嘎查村要加强林改档案建设与管理工作，落实领导负

责制和工作人员责任制，健全档案规章制度，规范档案建设行为，

提升档案设施水平，强化档案人员素质，完善档案工作体系，提

高档案工作管理水平，确保林改档案质量。在完善纸质档案的同

时，要开展电子档案建设，用 1 至 2 年时间完成电子档案录入工

作，推进林改档案信息化。各级档案部门要主动为林改档案工作

提供业务咨询和技术服务。自治区将在适当时候对林改档案工作

进行检查。

三、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从今年开始，我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进入全面深化、整体

推进阶段。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

于完善林业经营机制、增强林业发展动力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认

真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健全完善促进林业发

展和农牧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一要加强林权管理，搭建服务平台，加快旗县（市、区）林

权管理服务中心建设步伐，建立健全林权流转、森林资源资产评

估制度，强化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队伍建设与管理，提高林权

管理、流转交易、社会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健全各类服务机构，为农牧民发展林业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农牧

民从林改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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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推进林业合作组织建设，提高林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解决

农牧民产品购销难、信用贷款难、享受政策难、科技服务难、经营

管理难等问题，提高竞争能力，规避农牧户个人单打独斗的市场风

险，促进林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各级林业、财政、供

销等部门和单位要沟通协作，进一步加强对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指

导和服务，落实扶持政策，以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县创建活动为抓

手，抓好典型示范，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典型引路、

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合作组织发展。

三要积极落实完善林业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将县级林权

管理服务中心、林业技术推广与服务、林区作业道路修建、

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以及林业执法体系等林业基

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基本建设规划。各级财政要切

实加大对林业事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集体林业发展的公共财

政制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造林、森林抚育、林木良种、森

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补贴制度。林业、财政、金融、

银行等部门和单位要积极协作，研究制定林权抵押贷款实施办

法，降低门槛、扩大范围、简化手续，加大林业信贷投放，完善

林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努力拓宽林农发展生产的融资渠道。

四、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发展林下经济是调整林业产业结构、拓宽林业经济领域、促

进农牧民增收和推动新农村新牧区新林区建设的生态型产业，是

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2〕42 号），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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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林地资源和空间环境，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转变林业经济增长

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林地产出率，促进绿色增长和农牧民就

业增收。通过反弹琵琶，充分调动农牧民造林、育林、护林的积

极性，形成生态与产业共进、保护与开发并重、改革与发展互动

的良好局面。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林下经济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明确目标任务，完善政策措施，精心组织推进。要加大对林

下经济发展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建立政府引导，农牧民、

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

紧编制发展林下经济规划，科学合理确定发展规模和方向。积极

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大力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

农牧户”的运作模式，因地制宜实施品牌战略，积极开发林下特

色种植业、特色养殖业、采集加工业和森林旅游业，力争用 3 年

左右的时间，努力建成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带动力强、特色鲜

明的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产、加工利用和销

售体系，增强农牧民持续增收能力，林下经济产值和农牧民林业

综合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五、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利于激发农牧民发展林业生

产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牧区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现

代林业，进一步拓宽农牧民的就业增收渠道；有利于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大意

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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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深入推进，完善政策措施，

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构建支撑保障体系，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

达到“生态受保护、农牧民得实惠”的改革目标，为努力实现美

丽与发展双赢，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生态文明作出贡献。

2013 年 5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