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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 20 多亩耕地，近一半是盐碱地，以前只能勉

强种些葵花。进行盐碱地改造后，2020 年开始在过去

没法耕种的农田种上玉米，每亩地能打玉米六七百

斤。”说起自家的收成，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荣丰

办事处义丰村农民井玉海十分兴奋。

五原县地处河套灌区，自古引黄河水漫灌农田，全

县超过一半的耕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盐碱化。从 2017
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为期 3 年的 5 万亩盐碱地改造试

点项目在五原县实施。

五原县农牧和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五原

县已开展 22 个盐碱地研究课题试验，引进 73 家企业试

验改盐新技术 21 项、改盐新产品 36 个，因地制宜试种

抗盐牧草新品种 30 个、向日葵新品种 50 个、玉米新品

种 30 个，通过相关技术改良土壤 5 万亩，试验探索出 9
条盐碱地改良的技术新路径。

据荣丰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辛璞介绍，目前，项目区

土壤全盐含量降低 50%、碱化度降低 30%、土壤肥力提

高 15%，同时，灌溉效率提高 20%，试验示范区农业节

水 10%—20%，地力水平提升至少一个等级，亩均增收

200 元，人均增收近 2000 元。

项目的实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生态效

益也逐步凸显。据测定，与过去相比，项目区内的主要

农作物化肥用量减少 25%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 25%，

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粪便利用率达到 85%以上，覆膜面

积减少 20%，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提高 30%
以上，农田生态系统得到稳定恢复。

化肥农药用得少了，作物产量

增加了，内蒙古五原县——

盐碱地变丰收地
本报记者 吴 勇

“乡亲们，近期干旱少雨，火险等级高，一

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入冬以来，郭相海更忙

了，他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带着便携式喇叭

巡山护林。作为江西遂川县巾石乡东坑村党

支 部 书 记 ，2018 年 起 ，郭 相 海 多 了 个 新 头 衔

——林长。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的《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确保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

长制。2017 年以来，安徽、江西率先探索林长

制改革，建立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保护

发展森林资源责任体系，之后各地陆续开展试

点。截至目前，已有 23 个省份开展林长制改

革试点。其中，安徽、江西、山东、重庆等 7 个

省份在全域推行林长制改革试点，16 个省份

在部分地县开展试点。

从林草部门“小马拉大
车”到各部门“同唱一台戏”

冬日的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十八联圩湿地，

不时有白鹭嬉戏。眼前的美景，得益于环巢湖

十大湿地公园建设。作为合肥林长制重点项

目，市级林长负责，牵头协调各职能部门，拆

迁、征地、资金等难题迎刃而解。

“依托林长制，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由林草

部门‘小马拉大车’转变为各级各部门‘同唱一

台戏’，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合肥市林长制办

公室负责人何玉珠介绍，2019 年以来，市级林

长调研调度重点项目 40 余次、解决问题 20 件，

相关省、市、县直部门作为各级林长会议成员

单位，在项目支持、资金投入等方面协调联动，

23 个重点生态区域林长制项目顺利推进。

为啥要全面推行林长制？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的林草生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森林

覆盖率达 23.04％。然而，森林资源总量相对

不足、质量不高、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脆弱的状

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必须构建最严格的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制度体系。

现实中，林草资源保护发展存在力度不够、

责任不实等问题。全面推行林长制，就是要强

化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的主体

责任和主导作用，使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责任

由林草部门提升到党委政府、落实到党政领

导。先行试点表明，推行林长制，从根本上解决

了生态保护责任模糊、“谁管谁都不管”等问题，

全面提升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

“促进林草资源保护发展必须完善责任

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

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说，要实现山有人管、林有

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相关部门应深度参

与、分工负责。《意见》规定了林长制的统筹和

协调权限与方法，要求各级林长强化工作措

施，统筹各方力量，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工作格局。

“既要靠多部门齐心协力，也要靠上下级

协调联动。”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林

长制将推动形成林长牵头负责、部门齐抓共

管、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资源保护新格局。”

实现林草资源保护与发
展的同时，还要全力释放生态
红利

巡山护林、宣传防火、带领村民治理荒山

发展蓝莓产业，查正严忙得不亦乐乎。当上林

长后，安徽怀宁县月山镇复兴村党支部书记查

正严感觉责任更重了。

“怀宁是林长制改革的受益者。”怀宁县林

业局局长董红军说，自 2017 年试点林长制以

来，怀宁县林业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已建成绿

色长廊 150 余公里。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全面推行林长

制过程中，各地在实现森林草原资源保护与发

展目标的同时，还要全力释放生态红利，推进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提升森林质量，增

加林地产出，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多

赢目标。

如今，在先行试点地区，这个目标正逐步

成为现实。

生态环境更好了。经过 3 年多林长制改

革，江西遂川县设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地，湿地

保护率达 60.87%，森林覆盖率增至 79.07%。

林长制的推行让产业发展底气更足了。

安徽来安县半塔镇北涧村产业园里，漫山遍野

的碧根果苗迎风挺立。“为了做好‘用绿’‘活

绿’文章，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我们也

努力让林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产

业园林长陈翠凤说，2019 年项目落地后，由县

级林长负责，协调各职能部门支持，出于生态

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考虑最终建起了果园。一

年时间 7000 亩果园就完成了建圃、栽植。下

一步，当地还打算将产业园采摘与附近的水库

风景带结合起来，打造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区。

乡亲们吃上了生态饭，腰包更鼓了。江西

兴国县龙口镇睦埠村林长邓秋华说，实施林长

制后，村里建起了乡村森林公园，带动村民在

家门口销售农副产品、开民宿和农家乐，“环境

好了，游客多了，生态饭越吃越香”。

要打通森林资源管护“最
后一公里”，推动林长制全面
落地见效

冬日暖阳中，河南新县香山湖管理区水塝

村静谧而秀美。村口一块蓝绿相间的林长制

公示牌引人注目——上面写着林长与副林长

的姓名、职责、监督电话和山场森林资源概况。

2018 年 ，新 县 在 河 南 省 率 先 推 行 林 长

制，一山一坡、一园一林都有专员专管，600 余

棵古树更是一一挂牌、责任到人。

推动林长制落实落细，要打通森林资源管

护“最后一公里”。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

究院院长林震说，各地可以积极探索，加快现

代化信息技术使用，建设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

统，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实施动态监测，

确保管护责任落地见效。

在手机等正常通信的基础上，山东淄博市

博山区增加了实时监测巡山轨迹功能——在

所有的林长公示牌安装探头、卡口，依托大数

据实现各级林长、护林员定期巡查打卡，将一

山一村的“小林长”统筹到区、镇“大林长”直接

管理中，实现了分级管理全覆盖。如今，在博

山区，越来越多的护林员用上了智能化设备巡

山护林，各地护林员能与“林长”实时沟通监管

信息，各级林长也能够实时查看相关数据、监

管辖区森林，及时处理紧急情况，真正将护林

职责落到了实处。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推动林长

制更好发挥效能，不少地方因地制宜加强制度

创新。一些已经推行林长制的地区，探索推出

了“林区警长制”“林长+检察长”“民间林长”

等创新举措，形成了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强大

合力。安徽建设全国首个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探索 90 项体制机制创新，全省森林资源实现

总量和质量双提升。截至目前，安徽全省森林

覆盖率超过 30%；安庆市 2019 年林业总产值

比林长制改革前的 2016 年增长了 40.2%，林业

基地及产业发展带动 42.6 万户林农户年均增

收 3000 元以上。

为更好将林长制落到实处，据介绍，下一

步国家林草局将印发贯彻落实《意见》的实施

方案，指导推动各地建立林长会议、信息公开、

工作督查等制度，制定督查考核办法，考核结

果要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履职尽责不到位的

将严肃追责问责，让林长制由全面落地转向全

面见效。

上图：江西遂川县蜀水河畔，郁郁葱葱的

树林。 周建强摄（人民视觉）

23省份已开展林长制改革试点，2022年 6月将全面建立

青山有人管 绿树有人护
本报记者 顾仲阳 常 钦

开栏的话

建立健全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

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是构建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我国各地探索实践的林长制，便是其

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2017 年以来，安徽、江西率先探

索林长制改革，截至目前已有 23 个省

份开展了林长制改革试点。日前印发

的《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提

出，确保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长

制。即日起，本版推出“美丽中国·关

注林长制”系列报道，关注近年来各地

探索林长制改革试点取得的成果。

本报昆明 1 月 17 日电 （记

者李茂颖）记者从云南省水利厅

获悉：近年来，云南省以河（湖）长

制为抓手，强力推进九大高原湖

泊流域系统治理，各湖泊水质改

善成效明显。

云南完善湖泊立法，发挥规

划引领，九大高原湖泊施行“一湖

一 条 例 ”，各 湖 泊 进 一 步 修 订 条

例、完善配套制度，出台了 20 多

项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制度，以法

治 手 段 推 进 九 大 高 原 湖 泊 保 护

治理。

据 介 绍 ，“ 十 三 五 ”以 来 ，洱

海全湖水质实现 31 个月Ⅱ类，阳

宗 海 从 劣 Ⅴ 类 恢 复 到 Ⅲ 类 。

2020 年 ，滇 池 全 湖 水 质 为Ⅳ类 ，

这 是 滇 池 全 湖 水 质 连 续 第 三 年

达 到 同 等 水 平 。 2020 年 1—11
月，抚仙湖、泸沽湖水质稳定保

持Ⅰ类；洱海国家考核湖心点位

水质为Ⅱ类，全湖水质为Ⅲ类；

阳宗海保持Ⅲ类；滇池外海、异

龙湖、星云湖、杞麓湖主要污染

指标呈下降趋势。

本报沈阳 1 月 17 日电 （记

者辛阳）2018 年以来，辽宁开展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14 个海洋生态修复项

目共计修复滨海湿地面积 2844.28 公顷，整治修复岸线

长度 47.33 公里。

据介绍，辽宁出台方案，明确辽宁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生态修复项目。为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修复任务目标，辽宁按照保证生态安全

功能、突出生态系统功能、兼顾生态景观功能的次序，

遵循自然规律，以恢复滨海滩涂湿地、修复岸线、提升

海洋资源环境及生态价值为目标，主要针对海域开发

及自然灾害导致的滨海湿地占用及受损、岸滩岸线损

毁等海洋生态环境问题，部署 14 个生态修复项目，通

过实施养殖围堰拆除平整及其他构筑物清理、潮沟疏

通等措施，恢复修复滨海湿地，实现海洋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

项目的竣工提升了渤海辽宁段岸线生态功能，改

善了湿地水动力环境，提升了潮间带湿地调解功能，解

决了辽宁近岸海洋存在的突出生态问题，逐步恢复近

岸海域生物多样性。同时，为解决渤海近岸局部污染

问题，辽宁从 2018 年以来，累计筹措并下达资金 12.9
亿元，支持辽宁沿渤海各市开展渤海综合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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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大庆航

空 救 援 支 队 开 展 低 温 雨 雪 冰 冻 灾 害 专 项 训

练。训练包括“直升机+特勤队员”协同进行索

道悬停营救、模拟交通事故救援等内容，以提

升航空应急救援能力。

上图：参加训练的队员在索降。

右图：训练现场。

韩兴华摄（影像中国）

应急训练

（上接第一版）

张继荣的义举，在汉水源村一直有好传统——过

去十几年，张邦贵、杨仕华两位老人，每天都志愿沿水捡

垃圾。老人离世后，张继荣在 2019年底接过了接力棒。

“有时我太忙，就让老爷子去。要是他也忙，就让

俺媳妇带上娃娃去。”张继荣说，一家人保证每天上山

一趟，“慢慢地游客也开始注意保护环境，河道里干净

多了。”

汉水源村村支书王光俊说，守护汉江的意识，早已

在村民内心深处扎根，大家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不断

增强。村里还选聘了 3 名环卫工、2 名巡河员、8 名护林

员保护水源。

不只是汉水源村，2018 年以来，宁强县的义务清

洁活动每月举行一次，覆盖县域内全部 79 条河流。宁

强县创建文明县城办公室副主任李发裕说：“参加活动

的机关干部、热心群众、商户业主、中小学生等有 2000
多人，街边、河道边，处处都有志愿者的身影。”

2017 年以来，汉中市各级河长和群众累计巡河两

万余次，全市义务植树上千万株。汉江、嘉陵江的出境

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近千家农家乐正孕育着生态

旅游的产业先机。“绿水青山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汉

中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注林长制①关注林长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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