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长守护每片林木

为山川增绿，促农民增收

“老唐，快来看看！完璧村民组有 3 棵树被

破坏了！”下午 5 点半，唐启明正在油茶林里查看

剪枝情况，村里护林员李成花的电话让他心头一

紧，跨上三轮摩托车就往山里赶。

唐启明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

县首车镇中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去年

9 月，湘西州建立州、县、乡、村四级林长体系，老

唐由此多了一个身份——村级林长，肩负护林护

绿的任务。

群山环抱间的中坝村路窄林密，唐启明到达

完璧组后山那片茂盛的杉树林时，天色已经暗了

下来。只见 3 棵“脚杆粗”、约 10 米长的杉树倒在

草丛中，用手摸摸树桩的横切面，仍是湿润润

的。他判断，这些树是当天被人锯断的。

唐启明立马联系基层执法员黄长、向成创，

请他们来现场勘查。两名执法员到达现场后，将

违法采伐的林木就地封存，向村民多方了解情

况，很快就锁定了采伐人。执法员对采伐人当面

批评教育，并要求他们进行复绿、补植补造。

几天后，在唐启明的监督下，采伐人在这片

山林种下 5 棵杉树苗。

“和过去‘管不着’相比，村干部有了‘村级林

长’头衔后，参与护林的工作机制更顺畅了。每

当护林员发现破坏树木的行为，都会第一时间向

村干部报告。”唐启明告诉记者。

在中坝村，除了唐启明，还有 5 名村干部担

任村级副林长。村级林长、副林长每周至少巡山

一次，并对护林员的日常工作开展监督考核，防

范森林火灾等危害森林资源的事件发生。截至

今年 2 月，湘西州共设四级林长（含督察长）4931
人，还有 1288 名基层监督员、510 名基层执法员、

9049 名护林员，织密森林资源保护网。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林长制建立

后，当地围绕森林资源做文章，加快林业产业发

展，下大力气发展油茶产业、林下经济产业和森

林旅游产业等，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油茶林既能增绿，还能为乡亲们增收。”唐

启明说。从 2017 年起，中坝村在一个个荒废的

山头陆续种下 2500 多亩油茶林，其中约 2000 亩

为村集体所有。油茶树的间隙还套种了花生、

中药材等林下经济作物。

“油茶产业和林下经济产业欣欣向荣，给乡

亲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靠着在油茶林务工，

有的村民一年能挣 1 万多元。护林，既守住了青

山，又做大了‘金山’，一举两得。”唐启明说。

林长制促进了山川增绿、农民增收。去年，

湘西州完成营造林 5.5 万亩、封山育林 12.21 万

亩，全州油茶基地总面积达到 124.56 万亩，木本

药材基地面积达到 15.45 万亩。全州森林覆盖率

增加到 70.24%，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经济效益

明显提高。

目前，31 个省份基本建立林长制组织体系

和制度体系，出台实施文件，由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人担任总林长，建立起省、市、县、乡、村各级林

长体系。各地明晰责任主体权限，建立激励问责

机制，推动履职担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在制

定林长制督查考核办法，将把结果作为党政领导

干部考核、奖惩的重要参考，做到定责、履责、督

责、问责环环相扣、形成闭环，进一步促进林草资

源总量和质量提升。

绿化遵循自然规律

数量质量并重，共享绿色空间

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首都南部

生态“绿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青枝吐绿、百花

争艳。

“今年‘五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先行启动

区将集中连片开放 1404 亩，附近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逛公园。”丰台区园林绿化局湿地办工作人

员李浩亮说。

李浩亮告诉记者，目前，湿地公园项目已启

动 4 个地块建设，总建设面积约 2595 亩，是丰台

区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任务重要组成部分。

家门口建起森林公园，正是百万亩造林绿化

工程给市民带来的福祉。2012 年，北京首轮百

万亩平原造林绿化工程正式启动。在项目圆满

完成的基础上，2018 年 3 月，北京实施新一轮百

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2 年新增绿

化面积 100 万亩。

“一屏、三环、五河、九楔”，围绕这一空间布

局，北京持续推进造林项目，新造林与原有林地

连接成片，一片片蓊郁苍翠的林海为京城增绿添

彩。2012 年至 2021 年，两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

程累计实施造林绿化 202 万亩，植树约 1 亿株，在

平原地区形成多处近自然的森林生态空间。

从“绿起来”“美起来”再到“活起来”，北京绿

化造林理念不断深化，大范围推行师法自然、力

求生物多样性的做法。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充

分体现了科学、节俭、务实的要求。”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森林湿地公园规

划建设“新旧结合”，保留原有林地树木，结合“林

窗”空地，灵活布局道路场地和溪流泡子。同时，

因地制宜，对渣土山进行了生态修复，营造近自

然山地风景林和登高观景台。

“在选择绿化树种时，我们遵循乡土、长寿、

抗逆、食源的原则，以油松、白皮松、国槐等为主

要树种，科学营造复层、异龄、混交的近自然林。”

李浩亮表示。

2019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下发关于推进

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在生物多样

性提升等方面提出 13 项具体技术措施。把小动

物的生存需求纳入绿化造林工程考量，这在北京

造林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背后是城市发展理

念的重大变化。“现在，我们更强调生物多样性，

通过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让小动物和人共享绿

色空间，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金增说。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

划建设者综合历史记录和常见动物，提出游隼、

东方角鸮等 20 种可能在公园栖居的目标物种，

构建森林、灌草、水域、林园 4 大类和 11 小类生

境，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未来公园鸟类可达

150 多种。”李浩亮说。

按照规划，今年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

全部完成后，北京森林覆盖率将超过 45%，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6.6 平方米。“北京将统筹造

林绿化和城市有机更新，推进平原区重点区域造

林、绿隔公园建设和疏整促留白增绿、战略留白

临时绿化，兼顾绿色空间扩容和城市织绿补强，

整体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王金增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进大

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深入实施重点生态工程，取

得明显成效。去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

之路。“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整

个绿化工作将由过去注重数量向数量和质量并

重转变，科学推动大规模国土绿化。”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说。

退化草场生态修复

植被盖度增加，草原生机勃发

4 月份，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金黄色的

牧草如波浪般蜷伏着。随着天气转暖，冰雪消融

后的潮湿土壤中，新的生机正在萌发。

“过去的风蚀坑经过生态治理，比一般草原上

的草还高。”在位于锡林郭勒大草原腹地的毛登牧

场，牧民董连宝对人工种草生态修复项目赞不绝

口。毛登牧场是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之一。

历史上的毛登牧场是水草丰美之地。但从

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由于掠夺性经营等因素，

草原严重退化。

近年来，毛登牧场清退牧场范围内的非牧

户，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的牧场职工和牧民搬迁到

新建的奶牛村，从事奶牛养殖产业，清理出 40 万

亩草场进行围封，初步建成生态保护区。生态保

护区内的 26 万亩草原被纳入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试点，占毛登牧场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35%以上。

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的退化草

原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在锡林浩特市实施，投资

3710.8 万元，用 3 年时间，对 7.6 万亩退化草原进

行治理。毛登牧场 6.5 万亩退化较严重的草场被

纳入试点范围，实施生态修复。

“人工种草修复的草原，生态明显好转。”毛登

牧场副场长任志杰告诉记者，3年来，通过补播、施

肥、切根、轮刈等综合施治，草原生态状况发生了

转变，牧场经济效益显著提升，“这是我们第一次

对草原进行这样系统的人工干预，成效非常好。”

任志杰说，毛登牧场在项目区内选用本土草

种进行补播，所有肥料都是牛羊粪便等掺加矿物

质发酵制成的，加上切根、轮刈、平整治理等措

施，即使是风蚀区的牧草，平均每平方米出苗也

达到 430 株左右，高度普遍超过 1 米，好于未经治

理的自然恢复草原。

锡林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测算，3 年来，在

毛登牧场的 6.5 万亩生态修复项目区，植被盖度

平均提高 15%—20%，干草产量平均提高 20%—

40%，牧场收入增加近三成。

去年 10 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

发布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从全国精选出

18 个典型案例，“锡林浩特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

目”成为唯一入选的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一场春雨过后，望着自家被纳入项目区的草

场，董连宝禁不住盘算起收入账：“3 年前，承包

的 1769 亩草场还不够自家牲畜自给自足。去

年，仅凭打草我家就收入了 13 万元。只要雨水

足，今年收成还能进一步提高。”

目前，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5%，

比 10 年前提高 5 个百分点。内蒙古林业和草原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现有 14 处国家草原自

然公园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草原生态保护修

复的新阵地，加快退化草原植被和土壤恢复，提

升草原生物多样性。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黄河水

量的 80%、长江水量的 30%来源于草原地区。“十

三五”时期，我国实施退牧还草等工程项目，累计

种草改良 1.7 亿亩；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

奖政策，草原禁牧面积达 12 亿亩、草畜平衡面积

达 26 亿亩。近年来，我国在内蒙古、河北等 11 个

省份开展国家级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通过

持续努力，“十三五”末，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达到 56.1%，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国土绿化扮靓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寇江泽 王云娜 贺 勇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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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森 林 是 水 库 、钱

库、粮库，现在应该再

加上一个“碳库”。森

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

安全具有基础性、战

略性作用，林草兴则

生态兴。

以 森 林 、草 原 等

为主体的生物固碳措

施，能够不断提升生

态碳汇能力，对减缓

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

要作用。根据联合国

粮 农 组 织 2020 年 全

球 森 林 资 源 评 估 结

果，全球森林的碳储

量约占全球植被碳储

量 的 77% ，森 林 土 壤

的碳储量约占全球土

壤 碳 储 量 的 39% ，森

林是陆地生态系统最

重要的“碳库”。

众 人 植 树 树 成

林，中国“碳库”储量

持 续 增 加 。 党 的 十

八大以来，全国累计

完 成 造 林 9.6 亿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2.68 个 百 分 点 ，达 到

23.04% ；森 林 植 被 总

碳 储 量 净 增 13.75 亿

吨，达到 92 亿吨。研

究数据显示，2000 年

以来，全球新增绿化

面 积 约 1/4 来 自 中

国。中国人工林面积

居全球第一，对全球

植被增量的贡献比例

居世界首位，为增绿

固碳、减缓全球气候

变 暖 发 挥 了 显 著

作用。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承诺

以全球最短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跨

越，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对扎实推动国

土绿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好森林的“碳

库”作用，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在造林绿化

中，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聚焦“在哪

造”“造什么”“怎么造”“怎么管”等问题，坚持

科学绿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走科学、生

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不断扩大森林面

积、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当前，各地在全面推行林长制，我国所有森林

和草原都将拥有专属守护者，要让各级林长

切实担起责任、发挥作用，以林长制助力“林

长治”。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

凉者，但更要做种树者。”目前，全民义务植树

尽责形式已明确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

保护、认种认养、捐资捐物等 8 类，还规定了

细致的折算标准。比如，对阳台进行 1 平方

米绿化、林中悬挂 1 个人工鸟巢，可以分别折

算完成 1 株植树任务；认养和保护 1 株古树名

木，可以折算完成 3 株植树任务。参加义务

植树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我们都应积极

了解和参与全民义务植树，通过各种形式尽

到自己的义务。

除了植绿种树，我们还可以从点滴小事

做起，像爱护生命一样爱绿护绿，给森林“碳

库”添砖加瓦。拒绝一次性木筷，节约用纸，

做好垃圾分类……亿万公众踊跃践行绿色环

保的生活方式，将汇聚起磅礴之力，聚沙成塔

增加“碳库”储量。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人

人都为建设美丽中国出一份力，都做生态文

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让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

态环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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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 科 学 绿
化、规划引领、因
地制宜，走科学、
生态、节俭的绿化
发展之路，不断扩
大森林面积、提高
森林质量，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增量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30 日在参

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我们要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国土

绿化，提升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巩固和增

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为推动全球环境和

气候治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作出更大贡献。”

林草兴则生态兴。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累计

完成造林 9.6 亿亩，全国森林覆盖率提高

2.68 个百分点，达到 23.04%。我国人工林

面积居世界第一，森林资源总体呈现数量

持续增加、质量稳步提高、功能不断增强的

发展态势，为维护生态安全、改善民生福

祉、促进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①：湖南湘西州吉首市矮寨国家森林公园

里，游人正在骑行。

人民视觉

图②：北 京 丰 台 区 南 苑 森 林 湿 地 公 园 风 景

怡人。

原梓峰摄

图③：浙江仙居县官路镇后里吴村，小朋友在

给新栽植的小树浇水。

王华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