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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补植及耕地保护机制构建
柏 涛

（晴隆县林业局，贵州 黔西南 561400）

0 引言
在人口密度飞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生态问题

越来越突出，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还造成了很多

严重的自然灾害[1]。针对上述问题，我国提出了全新的
生态改革方案，完善了现有的生态保护机制，提高了生

态环境质量[2]。耕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也是生态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人口增长影响，近几年，我国

的耕地土壤流失严重[3]，大部分林地被强行开垦成耕地，
人类长期的毁林开荒行为导致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

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4]，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也随
之频发。

退耕还林补植是一种有效的生态修复举措，其可

以优化土地环境，解决生态脆弱问题，其重要意义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淤可以扼守生态屏障，部分干旱区域
的土地沙漠化严重[5]，存在生态敏感问题，植被难以恢
复，进行退耕还林补植可以建设有效的生态屏障，避免

出现土地沙漠化问题。于可以推动特色林业发展，长期
盲目的开垦往往加剧生态恶化，造成人与自然的恶性

循环[6]，进行退耕还林补植可以形成良好的生态发展模
式，提高区域的生态效益。盂可以调整产业结构，进行

退耕还林布置可以优化产业模式，整合各个农业扶贫

项目，带动现有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由此可见，退耕还

林补植对区域耕地保护机制构建有重要影响，本文根

据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阐述了有效的耕地保护机制优

化构建策略[7]，为实现林地耕地生态平衡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

1 退耕还林补植方式
退耕还林补植是一种有效的耕地保护举措，其不

仅可以修复林地生态屏障，还能避免自然环境恶化，其

主要方式如下。

（1）选择退耕还林补植树种，即根据因地制宜原
则，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选择有效的退耕还林树种。例

如在湿润多雨区域选择喜湿树种[8]，在相对干燥区域选
择耐干旱树种等。很多区域仅使用一种树种难以进行

有效的补植，例如，在山地区域选择耐旱性较强的柏

木，在湿润区域选择易成活的李树等。需要根据当地的

生态环境进行反复补植[9]，更换树种，提高退耕还林补
植的有效性。

（2）退耕还林补植补造布局，进行造林整地，其规
划如表 1所示。

摘 要：常规的退耕还林补植方式产生的造林成本过高袁造林率较低袁给耕地保护造成了不利影响袁
因此需要结合退耕还林补植对耕地保护机制进行优化构建遥 即结合有效的退耕还林补植方式分析了其
对耕地保护机制构建的影响袁从耕地数量尧耕地质量尧耕地生态尧耕地文化尧耕地权益 5个方面阐述了耕
地保护机制优化构建策略袁以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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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类型 整地规格 整地要求 条件

穴状整地
小穴：直径 0.3~0.4m，松土深度 0.3m

大穴：1.0m 原土留于坑内，外沿踏实；挖出心土回填 坡度大于 25毅的平缓造林
鱼鳞坑整地

大鱼鳞坑：长径 1.0~1.5m，短径 0.6~0.8m
小鱼鳞坑：长径 0.6~0.8m，短径 0.4~0.5m 坑内取土在下沿做成弧状土埂，高 0.2~0.3m 适用于土厚、植被茂密造林

水平阶整地 阶宽 0.7~1.5m，短径 0.4~0.5m 上下两阶以水平行距为准，调整阶间距离 山坡地面完整坡面

水平沟整地 沟口上宽 0.5~0.8m，沟深 0.3~0.5m 布设水平沟沿等凹陷，布设横档，调整行距 山坡地面完整坡面

表 1 造林整地规划

由表 1可知，按照上述整地方式可以进行有效退
耕还林补植。

（3）造林栽植，在春季进行植苗，夏季播撒种子，待
上述步骤完毕后，定时进行透水处理（图 1）。

农窑林窑牧窑渔

94



大 科 技
2023年 5月

由图 1可知，待有序降水后，可以进行二次补植，
提高补植成活率。

（4）补植要点，在春季进行植苗处理，栽植扶正，完
成补植浇水工作；在雨季播撒种子，进行深翻处理，保

证播种深度在标准范围内；在秋季进行容器苗补植、扶

正，分层踩实。

（5）抚育管护，对补植完毕的区域进行抚育管护，
清除杂草，确保满足补植幼苗的存活需求。

2 退耕还林补植对耕地保护机制构建影响
退耕还林能有效修复林地耕地生态环境，提高生

态多样性，改变现有的耕种格局，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因此，其对耕地保护机制的构建有重要影响，其影响主

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改善耕地保护机制构建环境质量。退耕还林对

区域土地利用有重要作用，其主要减少了盲目开垦的

耕地面积，优化了现有的耕地利用结构，因此，其可以

提高现有的生态效益，改善耕地保护机制构建的环境

质量。研究表明，退耕还林改变了耕地的转换速度，逐

渐变成平衡状态，从而确保耕地保护机制的构建合理

性。通过退耕还林，可以有效对耕地的状态进行评估，

合理地进行生态转换，降低时空差异，生物特性差异等

对耕地保护机制构建造成的影响。

（2）提升耕地保护机制的服务能力。从整体来说，
耕地保护机制需要根据生态系统的评估状态及实际生

态关系进行构建调整。进行退耕还林可以有效地增强

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使其更符合耕地保护机制的实

施需求。除此之外，退耕还林对生态系统有着积极影

响，可以根据退耕还林状态对耕地进行综合评估，从而

提升耕地保护机制的综合服务能力。

（3）提高耕地保护机制与群众的适配度。通过退耕
还林可以有效地降低区域水土流失量，从而进行生态

补偿，因此，其可以为耕地保护机制提供群众保障，带

动区域的发展。除此之外，进行退耕还林还能调整群众

与耕地之间的关系，减小群众的收入差异，使耕地保护

机制执行更容易，因此，进行退耕还林可以有效提高耕

地保护机制与群众的适配度。

3 耕地保护机制优化构建策略
3.1 保护耕地数量

为了构建有效的耕地保护机制，解决耕地林地矛

盾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出发，保护现有耕地数量。因此，

在构建耕地保护机制时，需要从各个区域的实际出发，

进行调查，确保耕地产值能满足群众的最低粮食保有

需求，避免群众因为粮食短缺而进行盲目开垦。

在构建耕地保护机制时，必须严格对城市建设用

地进行监督，避免其非法占用耕地导致耕地数量下降。

需要定期进行排查，降低城市建设用地总量，避免土地

资源利用率改变。除此之外，可以针对农村的耕地进行

集中整理，使农村的耕种集中化，还要定期进行监督管

理，实现耕地建设用地整合，切实保护现有的耕地数

量，解决盲目开垦危机问题。

3.2 提高耕地质量
耕地质量对耕地的总产值有重要影响，若耕地质

量偏低，土壤营养成分流失，则耕地总产值下降，不满

足群众的生活需求，造成群众盲目开垦。因此，在构建

耕地保护机制过程中，需要根据区域的自然环境及实

际状态切实提高耕地的质量。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中产

值耕地面积低于低产值耕地面积，土地营养成分流失

严重，土地供给的资源量逐年下降，不利于耕地保护机

制的构建，因此，应该结合相关的政策构建耕地保护机

制，切实降低耕地开垦成本，全面提高耕地质量。

3.3 优化耕地生态
耕地属于小型生态系统，因此，要想有效构建耕地

保护机制必须要优化耕地的生态环境。提升耕地的基

础生态效益。虽然耕地属于较小的生态系统，但其仍然

具有多样性，对其进行生态优化不仅需要从生物优化

入手，还需要清除耕地废物，调节耕地的综合功能，避

免耕地生态环境对耕地功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研究表明，影响耕地的生态因素较多，不仅包括人

为因素，还包括自然因素，因此需要避免农药等对耕地

造成的影响，保护耕地生态环境，一旦存在耕地土壤退

化、沙化等问题，需要立即进行补植处理，还需要定期

对耕地土壤状态进行监测，实现实时保护。

3.4 保护耕地文化
耕地文化与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息息相关，因此，只

图 1 造林栽植透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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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护耕地文化才能提高耕地保护机制与实际保护状

态的适配性，使其更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有效引导群众

接受优化的耕地保护机制。

3.5 落实耕地权益
耕地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也属于农民财产，因

此，要想构建有效的耕地保护机制必须要切实保护耕

地权益，有效地改革原有的征用制度。可以从农民的

处置权益出发，提高耕地的综合经济效益，保证耕地

机制的可靠性。要想切实完善耕地保护机制，必须从

生态保护和基础耕地权益入手，结合退耕还林补植现

状，优化保护机制内容，切实增强其与生态环境的关

联性。

3.6 构建耕地保护管理机制
（1）构建完善的耕地保护制度支持体系，增强农民

的耕地保护意识。对耕地数量进行统计，同时深入分析

当前我国耕地保护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建立耕地

保护制度支持体系，鼓励农民加强耕地质量保护将耕

地质量进行专门保护，建立科学的耕地保护管理考核

标准，落实耕地保护责任，让耕地保护措施能够真正落

实，实现耕地保护管理标准化建设。此外还需要加强耕

地保护知识的宣传，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耕地保护工作

当中，完善农民参与机制，为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提供更

多的机会，从而更好的实现尊重民意、改善民生的基本

原则，实现因地制宜的发挥耕地经济价值的目标。提高

耕地保护质量，构建良好的生态保护氛围，提供耕地保

护的技术支持。首先，建立和完善当地主要农作物平衡

施肥技术体系，实现科学施肥，保护耕地质量。其次，需

要积极开展耕地保护技术的研究与分析，为耕地保护

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制度相关激烈措施，鼓励科技创

新。最后，要根据根底种类进行农民耕种能力的提升，

提高耕地的经济效益。

（2）为有效保护耕地，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对农用地
进行等级评价，并在此基础之上，划定耕地保护范围，

明确耕地面积，根据现实情况，制定耕地种植补贴标

准，有效补偿农民，确保耕地的社会价值。确保耕地保

护策略保护措施的有效落实，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保证

耕地总量的同时，让广大农民也能够共同享受经济发

展的成果。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规范耕地流转行为，明确耕地保护与土地流转
之间的关系，对耕地的流转的价格进行评估，实现价格

的透明化，避免出现耕地低效流转现象出现；对城乡边

缘地带土地进行科学的规划，划定城市发展的界限，对

耕地进行有效的保护，强化对耕地流转的管理，增强耕

地保护的实效。

4 结语
综上所述，耕地是人们生存的基础，为了解决人口

密度飞速增长导致的盲目开荒问题，我国提出了耕地

保护机制。退耕还林不仅能提高林地的物种多样性，还

能保护耕地环境，解决生态脆弱问题。因此，本文结合

退耕还林补植方式的优化构建了耕地保护机制，为保

护耕地、林地生态环境，解决目前的耕地矛盾问题做出

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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