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介绍 

1. 项目整体情况 

针对我国部分地区植被不足、土地荒漠化、生态脆弱、群众收入

低的现状，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 2018 年发起生态林建设项目，该项

目通过植树造林，为生态脆弱地区种植适宜的林木，改善植被生态；

通过为低收入人群创造种植养护林木的就业机会，帮助群众增收。以

此开展生态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2. 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生态林建设项目自 2019 年第一季度正式启动以来，已与甘肃省、

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下属 24 个县区达成合作，累计支出 15885.14

万元，总受益人数（次）达 43.68 万人次，涉及造林面积 47.18 万亩。 

2022 年，生态林建设项目以扩大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的项目规

模为重点，在甘肃省渭源县、漳县、凉州区、古浪县、临洮县、东乡

县、积石山县、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正蓝旗、凉城县、共计 10

个县新增落地 225340 亩造林项目。年度筹集善款 8512.38 万元，投入

款物支出 8267.00 万元，新增受益人次为 197145 人次。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收支： 

（1）收入情况 

2022 年，生态林建设项目接受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公

益合作伙伴、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大疆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捐赠共计 8512.38 万元（含捐赠物资公允价值 24.2 万元）。 



（2）支出情况 

2022 年生态林建设项目共计支出资金 8267 万元（含援助物资公

允价值 24.2 万元） 

表 1 2022 年项目资金支出 

序号 支出事由 拨款金额 

1 2022 年漳县 25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1237500.00 

2 2022 年渭源县 3314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3836250.00 

3 2022 年凉州 36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7595775.00 

4 2020 年岚县 5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705375.00 

5 2022 年克什克腾旗 24786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7867800.00 

6 2022 年正蓝旗 69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款第一笔款 675000 

7 2022 年正蓝旗 8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6138000.00 

8 2020 年岢岚县 5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三笔款 587812.50 

9 2022 年临洮县 10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3145725.00 

10 2022 年东乡县 7229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6277500.00 

11 2022 年凉州区 70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13671000.00 

12 2022 年积石山县 5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3664665.00 

13 2022 年古浪县 297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7443859.50 

14 2022 年临洮县 200 亩云杉生态林建设项目第一笔款 400000.00 

15 2022 年漳县 5303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264920.88 

16 2022 年凉城县 18018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4752760.82 



17 2022 年漳县 46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3539580.00 

18 2021 年五寨县 27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3788125.00 

19 2020 年左权县 5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二笔款 705375.00 

20 2019 年渭源县 3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二笔款 423225.00 

21 2019 年渭源县 7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二笔款 987525.00 

22 2019 年临洮县 5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三笔款 587812.50 

23 2019 年敖汉旗 5391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三笔款 758067.58 

24 大疆农业植保无人机物资捐赠 242025.00 

2. 项目管理 

（1）受益人情况 

2022 年，生态林建设项目在甘肃省渭源县、漳县、凉州区、古浪

县、临洮县、东乡县、积石山县、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正蓝旗、

凉城县、共计 10 个县新增落地 225340 亩造林项目，新增受益人数为

197145 人。 

（2）项目运行情况 

本年度主要推进生态林建设项目在甘肃省渭源县、漳县、凉州区、

古浪县、临洮县、东乡县、积石山县、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正

蓝旗、凉城县、共计 10 个县新增落地的项目执行工作，涉及造林总面

积 225340 亩；同时，跟进山西省偏关县、平顺县、广灵县、岢岚县、

岚县、左权县、五寨县、武乡县、陵川县、垣曲县、灵丘县等老项目

区的补植补种工作，以备接受成活率或保存率验收。 

在项目管理方面，本年度项目组共对 22 个项目县区进行了项目



拓展或实地监测；邀请来自 10 家林草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的 12 名专

家，正式组建项目专家顾问团；发起 7 次项目实施方案评审，邀请专

家 35 人次，对 19 套实施方案文本进行科学性审核。 

三、项目活动图像资料 

1. 生态林建设项目专家顾问团成立仪式 

 

2. 大疆农业植保无人机捐赠仪式 

 

3. 造林项目地块及踏勘照片 



 

 

 



 

 

四、项目现存问题和下一步设想 

1. 项目现存问题 

项目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为质量风险、进度风险。质量风险

多发于造林施工过程，进度风险往往由质量风险引发。 

2.下一步设想： 

加强造林监督，提高与项目县区的沟通频率；进一步发挥项目专

家顾问团专业力量，建立、维护常态化沟通渠道；提高实地监测开展

频率；加深政府参与程度，强化多方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