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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麻 麻 亮 ，村 子 被 雾 气 笼 罩 。

廖有财穿上胶鞋，背起一根棒棒，骑

着摩托车往山上去。到了林子跟

前，他只能停下车，徒步钻进去，“现

在树林茂密，野生动物多了不少。”

海拔升高，气温渐低，山林的阶

梯上还残留着几天前下的雪，廖有

财哈出一团白气。钻进林子里再出

来时，天已擦黑……

一名村级林长、一
张巡山清单，守护山林

春天野生樱花树盛开，秋天枫

树林红彤彤一片，到了冬季，松柏依

旧苍翠……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天

险洞村便坐落在这山林之中。

如今的廖有财，不仅是天险洞

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一名基层村

级林长。“林长要管的事还真不少。”

廖有财说。眼下，又到了他神经紧

绷的时候，“春节快到了，提到森林

防火，心又到了嗓子眼。”每次巡山，

廖有财都要拿着根棒棒，沿着树林

走 7 公里，“村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六成，一点火星都不能有。”

自从当上林长，廖有财总在山

上转悠，拿着棒棒，这敲敲、那看看，

走得勤也瞧得细。

2020 年 10 月，正是枫树叶变红

的时候，引来不少游客驻足。廖有

财照例巡视一圈，心里不踏实，又沿

着小路来到树跟前，仔细一瞧，“这

枫树叶子怎么卷起来了？”廖有财心

里犯嘀咕，连忙给这片林地的业主

敖彬打电话。俩人都是头一次见到

这种情况，廖有财上区里找林业局

的专家，又请西南大学的教授来“把

脉”，原来是红枫树得了卷叶病。廖

有财在林子里盯了三四天，按时给

树施药，等到枫树叶舒展开来，他心

里才踏实。

森林病虫害防治、防火防盗采

……这些，都在廖有财的巡山清单

上。这不，前不久，村民戴国权偷偷

摸摸到山上砍了几根柏树枝，想拉

回 家 熏 腊 肉 ，就 被 廖 有 财 逮 了 个

正着。

以前，在不少村民眼中，树就是

用来砍了卖钱或是用来烧饭的。“现

在，要让大伙儿意识到，满山遍野的

林子就是咱们的饭碗。”廖有财说。

他还摆起了“院坝会”，不时宣讲，让

保护山林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我跟你去”“算我一个”……如

今，越来越多的村民自愿加入护林

队伍，更让廖有财欣慰的是，“保护

好山林”已成为村民共同的愿望。

截至目前，重庆落实市、区县、

乡镇、村四级林长，已有各级林长

4885 人。“各级林长责任明确，也实

现了常态化巡林、清单化治林。”重

庆市林业局改革处处长张来国说。

一支执法队伍、一
套智慧系统，科技助力

林子大，山路难走，林长的脚步

怎样更快一点？

在璧山区璧泉街道，护林 20 多

年的巡林员龚元彬，最近体验不一

样了。一大早，他就收到了智慧系

统推送的信息：“报警设备：100134
显示号 40034 号探测器，请到现场

处置。”打开手机 APP，定位探测器，

龚元彬匆忙赶了过去。给他发消息

的，是璧山区林业局的“智慧林长”

终端。“我们通过各类探测器发现林

区的火警、盗警之后，会通过系统寻

找最近的林长或巡林员并推送消

息。”操作员刘学林说。

一块智慧终端大屏，连接起林

长的一块块手机屏，指尖轻触，便能

实现远程互通。

不过，发现问题后，如果林长的

力量不够，该找谁？助力林长制工

作的，不仅有智慧系统，还有一支执

法“尖兵”。

“刚上传的图片和定位，有人在

偷运马尾松。”一大早，璧山区林业

综合执法支队的杜宇打开 APP，就

看到了龚元彬的“报事”。

原来，龚元彬在日常巡护时，发

现木材市场的角落里堆放了大量松

木，“没有检疫证，会不会是偷运？”

他长了个心眼，立刻拍照留证，上报

到了“天保巡护”平台。杜宇和璧山

区森林病虫害防治监测站同事前往

调查取证。到了现场，违法嫌疑人

卫某说，他经人介绍，非法从有松材

线虫病的林区收购无检疫证书的旧

马尾松木 18 立方米，本以为旧的松

木放在角落不显眼，没想到还是被

发现了。

2020 年，为填补林业行政执法

空白，重庆高新区和璧山区、巫山县

等地探索组建林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伍，下沉执法人员至镇街、村居、山

头，有效提升山林资源保护监管效

能。截至目前，试点区县查处各类

涉林违法案件 590 件。

“智慧林长系统连接林长和综

合执法部门，形成从发现问题到解

决问题的联动。”璧山区林长制办公

室主任曾率告诉记者，“将分散的山

林资源数据统一到智能化平台，为

资源管理、利用和科学决策提供了

数据支撑。”

一座山水城市、一
个致富饭碗，增绿增收

入 了 冬 ，巫 山 又 是 满 山 红 叶 。

乘船行至三峡，两岸

层林尽染。

巫 山 ，位 于 长

江三峡腹心，巫山

旅 游 也 因 长 江 三

峡而兴。不过，前

些 年 ，单 一 的 景 区

接待模式对经济发

展的带动并不大。

关停矿山、拆除非

法码头、补植增绿……

近年来，在长江及大宁

河两岸，红叶林越来越

茂密。

2019 年，巫山县成为林长制的

试点县，构建起县乡村三级林长制

责 任 体 系 ，落 实 各 级 林 长 739 名 。

在三级林长推动下，巫山一步一景，

全域旅游越做越红火，每年冬季，万

山 红 遍 的 美 丽 景 观 吸 引 了 不 少

游客。

巫山有“红”也有“绿”。

虽是隆冬，可在巫山县两坪乡

华家村，遍山脆李树随风摇曳，一片

绿油油。

尽管是冬闲，90 后小伙王平却

闲 不 住 ，一 大 早 就 在 林 子 里 忙 活

——这些年，村子大变样，在外打工

的王平也返了乡，在家门口种起李

子树，去年收成好，卖了 10 多万元，

钱袋子越来越鼓。

几年前可不是这样。华家村位

于巫山县城东部，村里田少山多，土

里没有“致富果”，老百姓的日子也

不好过。为此，当地进行石漠化生

态治理，种上脆李，减少水土流失，

让荒山披上“绿衣”。

但大规模造林增绿，是在有了

林长之后。

华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周继文就

是其中的一名村级林长。当上林长

的他，劲头更足。

“走，种树去。”去年植树节前，

县林业局为村里发放了 20 万株小

树苗。拿到树苗后，周继文兴致勃

勃地带领大伙上山种树。“植树造林

也是为了让村子更美，保护水土，村

民都受益。一号召，都愿意去。”周

继文说。

有了林长，林子有人管，树木有

人栽。产业红火后，也带旺了当地

的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

在骡坪镇大垭村，一到夏季，民

宿的预订电话就响个不停，尤其是

唐永珍家最为火爆，同时可接待四

五十人。去年，她赚了 20 来万元，

心里乐开了花。

石头生“林海”，荒山变青山。

截 至 目 前 ，巫 山 县 实 施 生 态 修 复

2.83 万亩，建设退耕还林、石漠化治

理等林业重点工程 8 万亩，建立生

态林、经济林苗圃 5000 余亩，培育

巫山红叶、巫山脆李、巫山核桃等特

色苗木 2000 万株，全县 10%以上群

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图①：重庆巫山红叶。

图②：巡山途中，巫山县平河乡

朗子村的巡林员正在休整。

卢先庆摄（人民视觉）

重庆探索“5+1”林长制工作机制，落实各级林长4885人

他们，守护这座山水城
本报记者 常碧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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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森林覆盖率达
52.5%，主城区有 4条山
脉，长江、嘉陵江在此环
抱，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
分布着三峡库区、大巴山
区、武陵山区……

2019 年，重庆开始
试点林长制，并在此基础
上探索“5+1”林长制工
作机制，涉及责任体系、
生态建设发展机制、问题
发现机制、问题整治机
制、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以
及发展规划等——从巡
山护林到增绿增收，重庆
4885 名各级林长，守护
着这座山水之城。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注林长制②关注林长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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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1月 19日电 （记者吴君）近日，湖北省农业

农村厅发布《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工作方案》，明

确 2021 年将在武汉市新洲区等 10 个县市区开展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统一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并集中无

害化处理。

方案要求，湖北各试点地区要全面摸清农药包装废

弃物基本情况，包括现有存量、常年产生量和季度分布。

各试点地区的重点任务是探索农药经销点回收、专业公

司有偿回收、政府主导公益性回收三种回收模式，引导农

药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加强

回收设施设备、贮存场所的管理和维护，妥善贮存收集的

农药包装废弃物，鼓励对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

用。资源化利用以外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将依法依规进

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或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

处置。

根据方案，各地要督导农药生产者、经营者按照“谁生

产、经营，谁回收”的原则履行相应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理义务，试点地区农药经营者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

点要建立农药包装物回收台账，且保存两年以上。

湖北开展试点

农药包装废弃物将统一回收处理

本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赵展慧）近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发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明确绿色建筑标识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一式样，并对绿色建筑标识的申报

和审查程序、标识管理等做了相应规定。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绿色建筑标识是指表示绿色建筑星级并载有性能指标

的信息标志，包括标牌和证书。绿色建筑标识授予范围为

符合绿色建筑星级标准的工业与民用建筑，标识星级由低

至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 3 个级别。绿色建筑标

识认定需经申报、推荐、审查、公示、公布等环节，审查包括

形式审查和专家审查，申报由项目建设单位、运营单位或业

主单位提出，鼓励设计、施工和咨询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申

报。形式审查后，由住建部门组织专家审查，按照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审查绿色建筑性能，确定绿色建筑等级。

住建部

发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

本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丁怡婷）入冬以来，森林

草原冬季防火进入关键期。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 10 年来的 1 至 2 月份，全国共发生森林草原火灾 1 万余

起，接近全部火灾的三成，是全年的第一个火灾高发期。

根据会商研判，今年冬季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的区

域，主要分布在华中东部、华南大部、西南东部；火灾类型主

要是森林火灾，发生草原火灾的概率相对较低。

针对今冬防灭火工作的特点，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

及时调整部署，针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积极主动应对：一

是强化宣传力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防火宣传与执勤活动；

二是力量前置，增派 1750 人在河北、广东、广西和陕西 4 省

区实施跨省区机动驻防，形成“点状支撑、区域联动、快速到

位、高效扑救”的布防格局；三是加大实战化训练和联训联

演力度，空地一体、多力量、多专业协同演练，进一步提高快

速处置能力。

森林草原冬季防火进入关键期
森林消防队伍增派力量跨省区驻防

本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刘毅）

记者从 2021 年全国气象局长会议获悉：

5 年来，经过不懈努力、共同奋斗，我国气

象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十三五”

气象发展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十三五”

期间，我国实现重大灾害性天气测得出、

报得准，建成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国家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充分发挥了

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十三五”期间，我国气象服务国家、

服务人民成效显著。中国气 象 局 党 组

书记、局长庄国泰表示，全国气象部门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动融入国家重大

战略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各行各

业提供气象服务，气象投入产出比达到

1∶50。面向人民美好生活，围绕人民群

众衣食住行娱购游等多元化需求，大力

发展智慧气象服务，气象科学知识普及

率达到 80.2%，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达

到 90 分以上。面向生态文明建设，构建

了覆盖多领域的生态文明气象服务保障

体系，打造了应对气候变化、人工影响天

气、气候资源保护利用、气候可行性论

证、大气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与保护等服

务品牌。

“十三五”期间，我国气象业务现代

化整体实力再上大台阶。庄国泰介绍，

我国综合气象观测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建成了近 7 万个地面站、216 部雷达、

7 颗风云气象卫星组成的地空天一体化

综合观测体系，2020 年全面实现地面观

测自动化。全国卫星遥感应用体系基本

建成。气象预报能力稳步提升：实现了

从站点落区到数字格点的跨越，数值预报完成了从引进消

化吸收到自主研发的重大转变。预报预测准确率稳步提

升，强对流天气预警时间提前至 38 分钟，台风路径预报 24
小时误差缩小到 70 公里，客观化汛期降水预测准确率突破

80 分。气象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气象信息支撑系统从独

立、分散建设，逐步向集约统筹、全面支撑气象业务建设方

向迈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高速

气象网络、海量气象数据库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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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者

常钦）近日，受低温天气影响，黄河

多处河段进入封河阶段，目前黄河

凌情整体平稳。预计凌汛期影响黄

河流域的冷空气频繁，黄河封河长

度长、封冻冰盖厚。

水 利 部 门 持 续 抓 好 各 项 防 凌

工作，密切关注凌情变化，充分利

用卫星遥感、自动水情测报等科技

手段，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精细调

度小浪底等水库，尽可能为春灌及

生态用水储备水源，为凌情平稳发

展创造有利条件；强化巡查防守和

应急值守，做好应对突发凌情险情

的准备。

左图：1 月 19 日，冰封的黄河陕

西榆林佳县段。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黄河凌情
整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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