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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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通过栽植适宜的树种，在有造林需求的地区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逐步提高区域植被覆盖率；通过为包括低收入人口在内的当地群众提

供造林育林的工作机会，拓宽收入渠道，改善经济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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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个县区达成合作，累计支出 26376.13

万元，总受益人数（次）达 69.48 万人次，涉及造林面积 76.18 万亩。

2023 年，生态林建设项目以扩大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山西省、陕西省的项目规模为重点，在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

市、科尔沁右翼中旗、克什克腾旗、正蓝旗、凉城县、宁夏回族自治

区海原县、甘肃省古浪县、会宁县、金塔县、临洮县、渭源县、环县、

凉州区、山西省五寨县、陕西省宜君县共计 15个县新增落地 28.30 万

亩造林项目。年度筹集善款 2.03亿元，投入款物支出 10366.82 万元，

新增受益人次为 16.20万人次。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1. 项目收支：

（1）收入情况

2023 年，生态林建设项目接受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蚂蚁森林生态绿色发展基金会及其公益合作伙伴捐赠共计 12168.89

万元。

（2）支出情况

2023 年生态林建设项目共计支出项目援助资金 10263.36万元。

表 1 2023年项目援助资金支出

序

号
支出事由 拨款金额

1 2019 年平顺县 5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三笔款 587812.50

2 2020 年广灵县 500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三笔款 587812.50

3 2022 年正蓝旗 690 亩蚂蚁森林公益项目-无印良品第二笔款 405000.00

4 2022 年临洮县 200 亩云杉生态林建设项目-一汽大众第二笔款 240000.00

5 2022 年通辽 30643.6 亩多树种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17451022.20

6 2023 年海原县 350 万穴柠条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7323750.00

7 2023 年金塔县 5.04 万穴胡杨妈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1406160.00

8 2023 年五寨山桃山杏油松各 27.5 万穴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6448750.00

9
2023 年科右中旗 15544 亩樟子松、榆树、山杏、柠条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

一笔款
9491611.00

10 2023 年环县 22644.8 亩山桃山杏榆树各 50 万穴蚂蚁森林公益项目 8137500.00

11 2023 年正蓝旗 15000 亩 111 万穴榆树 56 万穴柠条蚂蚁森林公益项目 8914050.00

12 2023 年克什克腾旗 30000 亩 333 万穴沙棘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6968025.00

13 2023 年克什克腾旗 3000 亩 33.3 万穴沙棘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696802.50

14 2023 年克什克腾旗 3 万穴云杉（NBA）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375000.00

15
2023年渭源县 9766.58亩 50 万穴山桃 50万穴山杏 5万穴云杉蚂蚁森林公

益项目---第一笔款
5138250.00

16 2023 年宜君县 444 万穴 40000 亩连翘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10323000.00



17 2023 年克什克腾旗 525 亩云杉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430646.00

18 2023 年克什克腾旗 3353 亩黄柳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1432200.00

19 2023 年克什克腾旗 4048 亩樟子松、云杉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3320100.00

20 2023 年克什克腾旗 20075 亩灌木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6412350.00

21 2023 年正蓝旗 75 万穴黄柳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1918125.00

22 2023 年正蓝旗 2.3218 万穴樟子松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226,723.77

23 2023 年正蓝旗 18 万穴榆树、6 万穴樟子松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1,841,400.00

24 2023 年正蓝旗 100 万穴黄柳蚂蚁森林公益项目第一笔款 2557500.00

2. 项目管理

（1）受益人情况

2023 年，生态林建设项目在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科尔沁右翼

中旗、克什克腾旗、正蓝旗、凉城县、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甘肃

省古浪县、会宁县、金塔县、临洮县、渭源县、环县、凉州区、山西

省五寨县、陕西省宜君县共计 15个县新增落地 28.30万亩造林项目，

新增受益人次为 16.20万人次。

（2）项目运行情况

本年度主要推进生态林建设项目在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科尔

沁右翼中旗、克什克腾旗、正蓝旗、凉城县、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

甘肃省古浪县、会宁县、金塔县、临洮县、渭源县、环县、凉州区、

山西省五寨县、陕西省宜君县共计 15个县新增落地的项目执行工作，

涉及造林总面积 28.30 万亩；同时，跟进山西省老项目区的补植补种

工作，对山西省左权县、灵丘县、陵川县、五寨县、武乡县、垣曲县

项目进行成活率验收，对偏关县、广灵县、岢岚县、平顺县项目进行



成活率和保存率验收；对甘肃省漳县项目进行成活率验收，对古浪县、

临洮县、渭源县项目进行成活率和保存率验收；对内蒙古自治区正蓝

旗、克什克腾旗、凉城县项目进行成活率验收。共完成 27个项目的验

收。

在项目管理方面，本年度项目组共对 28个项目县区进行了项目拓

展或实地监测；发起 11次项目实施方案评审，邀请专家 55 人次，对

20套实施方案文本进行科学性审核。

三、项目活动图像资料

1. 2023 年度蚂蚁森林春种启动仪式暨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与蚂蚁集

团战略合作启动仪式



2. 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战略合作启动仪式

3.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2023 年度蚂蚁森林项目区经验交流会



4. 2023年度蚂蚁森林生态伙伴大会

5. 陕西省宜君县蚂蚁森林连翘栽植项目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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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变更风险、进度

风险。质量风险多发于造林施工过程，地块变更风险主要因自然灾害

或地块性质变更等因素导致，进度风险通常由以上两种风险引起。

2.下一步设想：

每年提供一次项目执行进展反馈，包括捐赠款使用情况、苗木成

活情况、项目区照片（由项目管护人员使用手机拍摄，照片仅体现整

地、栽植、抚育等劳动场景和苗木成活情况，无法保证照片的清晰度、

拍摄质量等符合传播要求）；

由项目县林草部门撰写提交的项目造林后自查报告、成活率验收

报告、保存率验收报告；

由科研院所撰写提交的项目生态效益评估报告；

项目执行部门人员可配合支持捐赠方及筹资部门，按照事先沟通

商定的频次开展项目活动。执行部门与项目县相关单位进行前期沟通，

告知活动计划、明确相关单位接待能力，并协助相关单位与筹资部门

负责活动实施的相关人员取得联系。具体活动策划与执行工作由筹资

部门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