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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解决“林业棚户区”问题
宋康乐  李 炜

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正确处理财

政工作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和

基本遵循。2007年我们在研究林业

棚户区问题中
，
自觉地将科学发展观

作为方法论应用于实践，提出了科学

有效的解决思路。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财政部门

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发

挥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这就要求我

们主动发现和研究解决群众特别是

困难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2007年10月，我们了解到

部分森工企业职工住房条件相当困

难，便主动深入吉林长春市、延边区

的多个国有林场、林业局、森工企业

进行调研，了解职工住房真实情况，

探求解决之道。
林区企业职工住房困难被称为

“林业棚户区”问题。从调研情况看，

林区职工住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建筑年代久远，住房质量堪忧。吉

林林区职工住宅多数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国家为林区职工统一建造的砖

木结构住房，甚至还有五、六 十年

代建造的土坯房和草泥房。建设标

准低、结构差，再加上年久失修等因

素，许多职工住房已成为危房。据统

计，吉林林区危房面积达 369.1万平

方米，占住宅总面积的 45.5% ，涉及

人口30.4万人。在黄泥河林场，棚户

区房梁坍塌、地基下沉、墙体破裂、

冬天透风、夏天漏雨，职工几乎是住

在“贫民窟”当中。二是面积小。吉林

省林业棚户区建设面积平均只有二十

几平方米，通常一家五六口人挤在两

间屋子里，与附近农民新建的一户三

间的大瓦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三是

职工本身缺乏改善居住条件的能力。

在棚户区居住的多为退休老职工、残

疾职工、大集体夫妻双下岗职工、因

病致贫职工、单亲孤寡职工等，经济

能力相当有限。例如，松花湖林场职

工常年居住在危房之中，年均工资不

到 6000元，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水

平；大石头林业局在职职工月平均

工资仅为 340元，根本无力改善住房

条件。四是社会配套条件差。林区职

工住宅多处林区腹地，居住分散，缺

乏基本的供热、供水甚至供电的条

件。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更是难以

配套。
林区职工生活环境艰苦、居住条

件恶劣，生活状态堪忧，问题亟待解

决。林业棚户区问题是长期以来缺乏

必要投入形成的，集中表现为缺乏

城镇依托，这里面有历史、体制、机

制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面对复

杂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成为我们研

究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方法。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

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

是统筹兼顾。因此，工作的基本思路

是，通过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政策，

促进当地社会、企业和职工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林业

棚户区问题。在这个思路框架下，我

们研究提出以下几项政策建议：

（一）统筹兼顾政府、企业、林业

职工利益，尽快实施林业棚户区改

造。国家和企业对改善职工住房条

件的投入存在历史欠账。林区的开

发建设初期按照“先生产后生活”的

指导思想，国家对林业企业基础设

施、生产建设、职工生活资金投入不

足。木材资源长时期的低价收购政

策，使得企业生产得不到合理补偿，

也无力对职工住房进行必要的投入。

因此，要兼顾各方利益，对林业棚户

区改造实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具体

来说，一是对林业棚户区实施集体

搬迁，允许企业承担棚户区的拆迁

成本。二是将林业棚户区职工住房，

纳入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计划和地方

城镇建设与发展规划，由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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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解决。三是把林业企业纳入分

离办社会职能和实施主辅分离政策

的范围，减轻企业负担。四是多渠道

筹集资金，解决经营困难企业和离退

休困难职工的住房搬迁问题，保障

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二）统筹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

利益，建立林业生态补偿机制。林业

不仅仅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木材资

源，更重要的是森林所产生的生态

效益。森林所生产的蓄水、净化空

气、调节气候等功能都是隐性的，目

前不存在市场交易，林业职工植树

造林、管护森林的贡献没有得到合

理的补偿。建立林业资源生态效益

补偿机制，增加林业职工收入，是根

本解决林业棚户区问题的基本保障，

也有利于促进资源利用和保护相协

调的良性循环。一是尽快在我国建立

“碳汇”（森林、湿地等可以快速、大

量地吸收、汇聚和储存二氧化碳，称

为“碳汇”）交易市场，将林业的生态

效益显性化和货币化，对林业和森工

企业所生产的生态效益给予一定的

补偿。二是适时对木制产品征收一定

比例的生态补偿税（费），由消费者对

因消耗木材而造成的生态效益损失

进行补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林业

和森工企业进行投入和补助。
（三）统筹兼顾企业短期和长期

利益，探索建立资源型企业可持续

发展准备金制度。作为资源型企业，

森工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枯竭

问题的困扰。比如，森工企业由于近

年国家实行“天保工程”，减少了企业

伐木的指标，木材产量仅为实行“天

保工程”前产量的一半，生产经营受

到很大影响。一旦资源濒临枯竭，这

些企业在寻找接替资源或者转产、

企业搬迁、环境恢复治理等方面的

需求将使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企业很难再有财力去解决职工住房

等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建立资源型

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是十分

必要的。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

备金，是指企业按照规定从成本中

提取、专门用于环境恢复与生态补

偿、发展接续替代产业、解决企业历

史遗留问题和企业关闭善后工作的

专项资金。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

备金制度，可以为企业接续发展提

供资金储备，统筹近期和长远利益，

促进资源型企业与职工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
总之，林业棚户区问题的提出和

研究解决，仅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

一个生动而具体的体现。财政工作

者要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

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

觉性和坚定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财

政工作的方法论。唯有如此，才能完

善好财政体制机制、发挥好财政职能

作用、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构建。

（作者单位 ：财政部企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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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户网站

升级改造后对外试运行

2008年 7 月 31日，财政部门户网站升

级 改造后对外试运行动员部署会议在京举

行。从 8月1 日起，财政部门户网站升级 改

造进入正 式对外试运行阶段。财政部党组

成员、纪检组长、政务公 开领导小组组长贺

邦靖在会上指出，要切实把财政部门户网站

建设 成为财政部乃至整个财政 系统“形象展

示的窗口，信息发布的载体，政务公 开的平

台，交流互动的桥梁，公 共服务的门户”。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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