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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文章总给人以启迪，《种

树郭橐驼传》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柳宗元是唐代卓越的文学家和诗

人，是代表一代思想学术成就的杰

出人物，柳宗元的一生宦海沉浮，

砥砺改革，针砭时政，是一位关心

人民疾苦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

家和官员。 

一、写作背景——

勇于革新呼先声

 

《种树郭橐

驼传》出自《柳

河东集》，是柳

宗元早年在长安

任职时期的作品。

文章是针对当时

官吏的繁政扰民

的现象而言的，

借传立说，因事

明理，引人入胜。

严格来说，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

色彩的传记散文。

文章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

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

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

烦其令”，指出中唐吏治的扰民、

伤民，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

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

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

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仅有一点

土地的农民，受累于苛捐杂税，除

了交纳正常的捐粟外，还要承受地

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

据《旧唐书·食

货志》记载，

各地官僚为巩

固地位，竞相

向朝廷进奉，

加紧对下层的

盘剥，于是“通

津 达 道 者 税

之，莳蔬艺果

者税之，死亡

者税之”，民

不聊生。这就

是柳宗元写作

时的社会背景。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

两年，即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公

元 803—805 年），曾任监察御史

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其职权可

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

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
——读《种树郭橐驼传》 谈林业发展改革“三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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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可以

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

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广

泛。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当时地

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

因此，这篇文章完全可以看成是柳

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

二、借鉴意义——革新彰显生命力

从种树谈到治国理政，很难

得，也给我们林业工作者以很好的

启迪。我们的各项事业都存在管理

的问题，存在发展的问题，存在管

理为发展而改革的问题。林业管理

也存在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和管理

方式转变、促进科学发展的问题，

借鉴林业适地适树概念，就我们管

理而言，我的体会是要做好“适地”、

“适树”和“适时”。

 

（一）适地
适地，是体现差异性， 适地适

树(matching site with trees)，简单说，

是立地条件与树种特性相互适应，

选适应的环境，种植适合环境生长

的树种。地和树是矛盾统一体的两

个对立面。二者之间，要互相适合，

发挥“地”和“树”的功效，把握

规律性，实现共赢和谐。

 首先，这里所说的林业管理方

面的“适地”，是说要综合考虑基础、

环境因素，考虑国情、地情、林情，

因地制宜，因地分类，因地施策。

例如：在我们的分类区划经营方面，

按不同林分类型、因子，进行科学

分类，科学区划、合理界定、科学

经营管理。通过合理区划商品林、

生态公益林（包括重点公益林和一

般公益林），为实现科学有效经营

和科学管理打好基础。

其次，保持政策的延续性、灵

活性、严肃性，发挥其引导性、方

向性。各项林业工程（包括重点林

业工程）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要

因地制宜，在保持宏观生态需求的

前提下，做到不搞一刀切，要在科

学调查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建设。

第三，要从中国的国情和林业

实际出发，出台政策，做出决策要

有科学论证，防止个别项目盲目决

策；同时，我们要借鉴西方先进的

林业管理模式，但不能照搬。因为

其他国家的国情、林情和发展阶段

与中国是存在着差别的。

第四，地方林业在发展上（主

要是产业发展上）不要照搬照抄，

要突出特色，突出地区特点，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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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建设，防止低质、低产、低

效的情况出现。

（二）适树
适树，是把握规律性，绿化、

造林上的适树是要考虑树种的
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而我们
所说林业管理上的“适树”，
统筹考虑当前林业本身的现状
和优势点、优势面，潜力点、
潜力面，以及薄弱点、薄弱面
的问题。

下面以林下经济为例，谈三
点意见：

首先，林下经济利用了林下
空间，发挥了林业优势，有的地
区做的很好，也取得了一些典型
经验，在林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
开辟了一个生态建设与民生林业
结合的新平台，新领域，值得高
度称赞！地方上林下经济建设如
火如荼，有的确实取得了明显实
效 ，典型的例子不胜枚举，形成
了诸多特色区域和特色品牌。

其次，我们完全可以受林下
经济发展目前情况的启发，继续
优化调整林下经济工作的内涵和
外延。林下经济，是利用了林下
空间等有利条件，发挥优势而探
索出来的富民、保生态的双赢发
展模式。我们可不可以继续优化
调整林下经济工作的内涵和外
延，把林下经济作为林业产业链
上延伸出来的经济模式，只要是
与林业产业链上有直接或间接联
系的诸多产业、产品都可以纳入
到林下经济发展的体系内容中
来，予以指导、支持、规范，在

政策上予以支持，不断促进林下
经济科学发展、促进我国林业经
济体系优化布局。

第三，那么适不适合每个地
方都要全面发展林下经济呢？
回答当然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适地与适树是对立统一、相互联

系的，各地的情况、优势、潜力

都不同，发展的阶段和具备的条

件也不尽相同，如果不适合做，

而在管理上又要求做，势必造成

地方为考评达标，而做虚功、无

用功。要监督好地方，一定不要

搞“仅供参观”的林下经济。网

上曾报道，有的地方林下经济搞

林禽模式，却破坏了草本层。森

林是一个生态系统，破坏了草本

层或灌木层，同样需要恢复，如

果不能有效解决“在保护下利用”

这个问题，就不宜提倡 ; 当然通过

有效措施，既能保林，又能富民，

何乐而不为呢？这又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具体例子。

　

（三）适时
适时，是赋予时代性，就是

顺应当前林业发展的阶段，把林

业管理同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结合起来。

一是机制体制要改革创新，

优化地方考评考核体系。在绩效

考评中，不以单纯数字论英雄，

要以数量、质量等因子综合考

评，要建立健全制度，探索让地

方积极发现、勇于提出、善于解

决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调动

基层的积极性，杜绝发展过程

中不谈问题、回避矛盾的现象。

现在个别地方，存在基层不愿谈

问题的情况，因为基层有思想包

袱，有这样的顾虑，认为谈了问

题，就是否定了自己的成绩。这

个问题或许是当前许多领域都

存在的共性问题。近年来，林业

部门积极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

方式，根据发展情况，不断简政

放权、优化服务，科学发展、确

保生态红线。

二是要调整提升，加强队伍

建设，使林业部门的队伍建设与

他们所承担的生态建设和产业建

设的责任相适应。在新的历史发

展阶段，要推动林业事业更好、

更快发展，必须加强林业队伍的

可持续建设。早在 2003 年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

业发展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

要加强林业队伍建设，要稳定科

技队伍、充实执法监督力量，要

让林业人感到肩上的责任感、使

命感和荣誉感！但目前，我们的

林业队伍建设仍不容乐观。林业

人员工资待遇偏低，与他们承担

的工作内容不相对应。特别是基

层林业工作人员所处的环境苦、

条件差、工作累、待遇低、人员

老化，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工资

福利待遇应得到进一步改善。

（作者姚金峰，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塔河

县农林局，曾在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挂职

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