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关 于 全 面 推 行 林 长 制 的 意

见》，推动构建党委领导、党政同责、属地负

责 、部 门 协 同 、源 头 治 理 、全 域 覆 盖 的 森 林

草原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

7 月 13 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

行的发布会上获悉：《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 意 见》要求的“确保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

立林长制”的目标已如期实现，林长制工作步

入有效运行、系统深化阶段。

近 120万名各级林长守护
林草资源

夏日炎炎，陕西省汉阴县铁佛寺镇镇级

林长、镇党委书记罗涛又来到铜钱村巡查山

林。“镇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83%，绿水青山来

之 不 易 ，必 须 用 心 护 好 每 一 抹 绿 色 。”罗 涛

说。在汉阴县，县、镇、村三级共 892 名林长

各自担起责任，全方位管护全县 149.29 万亩

林地。

全 面 推 行 林 长 制 是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站

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维护生态安全、保障

民 生 福 祉 的 战 略 高 度 ，就 加 强 林 草 资 源 保

护 发 展 作 出 的 一 项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是 我 国

生态文明领域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林长

制 的 全 面 建 立 ，初 步 实 现 了‘ 山 有 人 管 、林

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国家林草

局 林 长 制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副 组 长 、林 长 办 主

任、资源司司长徐济德介绍，目前全国共设

各 级 林 长 近 120 万 名 ，各 省 均 由 党 委 和 政

府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担 任 总 林 长 ，已 基 本 建 立

上 下 衔 接 、职 责 明 确 的 林 长 制 组 织 体 系 和

责任体系，逐步形成保障有力、运行有效的

制度体系，林长制工作步入有效运行、系统

深化阶段。

下一步如何推深做实林长制？

国家林草局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周少舟介绍，国家林草局将在制度

完善、运用、见效上持续发力，完善制度集成

和制度供给，真正促进林长制发挥实效。科

学 开 展 林 长 制 督 查 考 核 激 励 ，强 化 结 果 运

用，充分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全面强化林草

资 源 保 护 管 理 ，指 导 各 地 创 新 资 源 管 理 机

制，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执法监督，保护

生物多样性，持续增强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

统稳定性。

严格考核，多方参与，
林长制真正落地见效

小暑时节，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密林深处，又响起摩托车

引擎声。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西坑保护站林长

严芳与同事们又来这里巡山护林了。每天

10 小时以上的工作、10 公里以上骑行加步行

的奔波，守护着天目山的林海。

为让全区三级林长管护责任真正落实到

位，更好发挥林长在促进林业生态保护发展

中的作用，临安区建立完善激励机制，每季度

对各镇街和有关单位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工

作完成情况综合赋分，并根据得分情况绘制

林业发展指数五色图，每季度定期通报。“表

现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工作不力的，问责

约谈。”临安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朱永军说，

三级林长协同工作、创先争优，临安的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81.93% ，还 赢

得“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天

然 氧 吧 ”等 称 号 。 严 芳

还曾多次被评为护林

防火先进个人。

“ 林 长 制 的 核

心 和 关 键 在 于 落

实。”徐济德说，除

了通过制度建设

将 责 任 落 实 到 地

方 党 政 主 要 领 导

身上，还要强化基

层 基 础 ，积 极 构 建

网 格 化 管 理 体 系 ，加

强林业工作机构建设，

出 台 护 林 员 管 理 文 件 ，解

决森林草原保护发展“最后一

公里”问题。

一早，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店下

村护林员田月顺戴着

红 袖 标 ，带 着 小 喇 叭

来 到 他 负 责 的 山 林 。

他打开手机里的“智慧

林 长 ”APP，点 击“ 上

班”，选择“今日任务”，开

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田月顺介绍，一旦发现森

林火情、病虫害、盗砍滥伐等，只要

在 APP 中点击“报事”，就可以照相、摄像、语

音上报，第一时间将这些情况传到平台，有关

工作人员就能尽快处置。吉州区林业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发仁说，护林员用上智能化设备

巡山护林，切实做到了“源头有人巡、后台有

人盯、问题有人查”。

江西省林业局副局长刘宾介绍，近年来

江西打造智慧管理平台，全面应用林长制巡

护系统，实时记录护林员巡山轨迹和发现的

问题，还开发了林长巡林、资源动态监测等系

统。平台运行以来，全省护林员共上报各类

事件 43435 起，处理办结率达 99.4%，真正实

现了资源保护的源头治理。

为更好将林长制落到实处，各地广泛调

动公众参与积极性。近日，安徽省滁州市林

长办向首批 6 名林长制公益监督员颁发了聘

书。监督员将深入一线，通过走访及时发现

林业保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收集基层关于

林长制的意见建议。

“林长制发源于基层的鲜活实践，人民

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林长制做实走深的重

要力量。”周少舟说，基层的生态护林员、草

原管护员、民间林长等，都是群众参与的生

动实践，通过实行网格化管理、设置林长制

公示牌等，基层的老百姓既是林草资源保护

发展的管理者，也是监督员，“下一步还要创

新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形成林草资源保护

合力，共同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

努力。”

林长制促进“林长治”，
生态受保护、经济得发展

江西省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十几棵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直插云天。

村里显著位置都立着林长公示牌，牌上各级

林长的姓名、责任区域、工作职责、监督电话

等信息一目了然……长水村党支部书记、村

级林长肖光成说，推行林长制后，村里的党员

们自发承担起红豆杉一对一管护责任，保护

红豆杉也成了乡亲们的自觉行动。

林长制促进“林长治”。“得益于林长制的

推 动 ，全 国 森 林 草 原 资 源 保 护 不 断 提 质 增

效。”徐济德介绍，2021 年全国林草行政案件

发生数量同比下降 21%，松材线虫病发生面

积、病死树数量分别下降 5.12%、27.69%；全

国森林火灾次数、受害森林面积、因灾伤亡人

数同比分别下降 47%、50%、32%。

滁州市南谯区施集镇的芦柴

河万亩麻栎产业基地里，林海

浩瀚，生机盎然。“麻栎浑身

是宝，在咱林农眼中，那可

是摇钱树！”滁州市昌春

木炭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杜昌春说，合作社吸纳

了 1.2 万户农民，重点

经营麻栎人工林 30 万

亩，深耕食用菌、柞蚕

养殖和生物质发电等

相关产业，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

安徽省林业局副局

长齐新介绍，安徽各级林

长扎实推进护绿、增绿、管

绿、用绿和活绿“五绿”行动，建

立了市县两级林长直接联系基层

林长、直接联系林业产业基地、直接联

系林业经营主体“三个直接联系”工作方

法。其中，在科学“用绿”方面，积极培育木本

粮油、特色经济林、苗木花卉、竹藤等新兴产业

和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不断拓展“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途径，有效促进

“生态受保护、经济得发展、农民得实惠”。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徐济德说，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不断完善林长制制度

体系，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

更大，为建设美丽中国、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

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图表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林长制全面建立，步入有效运行、系统深化阶段—

青山有人管
责任有人担

本报记者 顾仲阳 常 钦 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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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7 月 13 日电 （记 者范昊

天）记 者 从 日 前 召 开 的 长 江 流 域 省 级 河

湖长第一次联席会议上获悉：近年来，长

江 流 域 各 地 深 入 推 进 河 湖 长 制 从“ 有 名

有 实 ”到“ 有 能 有 效 ”。 今 年 将 重 点 推 进

丹江口水库及上游、唐白河、白龙江等跨

省 河 流 联 防 联 治 工 作 ，组 织 召 开 专 题 联

席 会 议 ，协 调 相 关 省 份 建 立 完 善 省 级 层

面的联防联治机制，推进跨省河湖清漂、

水质保护等重点工作。

去年底，水利部正式印发文件，建立

长江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联

席 会 议 由 青 海 、四 川 、西 藏 、云 南 、重 庆 、

湖 北 、湖 南 、江 西 、安 徽 、江 苏 、上 海 、甘

肃、陕西、河南、贵州等 15 省份人民政府

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成。联席会

议 包 括 全 体 会 议 和 专 题 会 议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召 开 ，全 体 会 议 的 召 集 与 承 办 实 行

轮值制度。

近 年 来 ，长 江 流 域 各 省 份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成 效 显 著 。 青 海 在 长 江 、澜 沧 江 流

域 累 计 设 立 河 湖 长 1781 名 、公 益 性 河 湖

管护员 3014 名，实现两大流域 1092 条河

流、86 个湖泊河湖长和管护员全覆盖；四

川 24 位 省 级 河 湖 长 常 态 化 开 展 巡 河 问

河、查河治河，带动各级近 5 万名河湖长

巡河 384 万余次，推动整治各类河湖问题

38 万 余 个 ；湖 北 6.5 万 余 名 河 湖 管 护 员 、

保洁员常态化巡查保洁，1300 多支、近 10
万人的河湖志愿者队伍常年活跃在河湖

岸边。

今年，长江委将会同流域各省份建立

健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联

防联治机制，深入推进跨省河湖的协调管

护，推动形成跨省河湖共建共治共享新格

局，变“分段治”为“全域治”，重点推进丹江

口水库及上游、唐白河、白龙江等跨省河流

联防联治工作。

同时，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实施“一

河（湖）一策”，深入推进河湖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打造一批人民群众满意

的幸福河湖。

今年，根据水利部安排，长江委会同

有关省份先期推进江苏省焦港河、江西省

宜 水 、重 庆 市 临 江 河 等 全 国 幸 福 河 湖

建设。

15省份和长江委组成联席会议

推进长江流域跨省河湖协调管护
变“分段治”为“全域治”

“开船啦——”天蒙蒙亮，丹江口

水库河南淅川境内的水面上，伴随着

发动机的轰鸣声，一艘小船缓缓划开

水 面 ，驶 向 前 方 的 南 阳 市 太 子 山 林

场。小船上的护林员，属于河南省唯

一 的 水 上 护 林 队—— 太 子 山 林 场 护

林队。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位于“出水口”的

太子山林场，是丹江水流入主干渠前

的生态屏障。40 多名护林员、47 年坚

守 ，植 树 、护 林 ，守 护 着 这 里 的 一 草

一木。

“这山林里隐隐约
约的小道，都是我们踩
出来的”

清 晨 ，陈 人 范 一 觉 醒 来 ，刚 刚 5
点。几十年来，他每天都会在这个时

间准时醒来。煮碗玉米粥、热个白馒

头，简单的早饭过后，他拿起柴刀、锯

子，匆匆赶往 1 公里外的码头，启动小

船，与同事们一起巡山护林。

“护林要趁天光。不同季节巡护时

间不同，一切以天光为准。夏天亮得

早，就早点出发；冬天亮得晚，就晚些行

动。”陈人范介绍，消除火灾隐患、防止

滥砍盗伐、预防森林病害，是日常护林

的主要工作。

22 平方公里的太子山林场，形如

一只张开的巨手伸进水库，形成了五

道湖汊。由于山路崎岖难行，两山之

间要绕道几十公里，护林队巡护只能

借助船只。

船在山脚停下，波浪拍打着岩石，

水流哗哗响。护林队员跳下船开始巡

山。上山没有路，他们只能沿着陡峭

的山坡艰难攀爬，陈人范、杨俊将、陈

人忠三人虽年过半百，但气不喘、腿不软。陈人范说，太子山

林场共有 6 个林区，每次联合巡山，一天只能巡两个林区。多

年来，他和队员们每次都要走 20 多公里山路。“这山林里隐隐

约约的小道，都是我们踩出来的。”陈人范说。

临近中午，大家席地而坐，吃着自带的熟鸡蛋、包子之类的

食物。陈人范介绍，有时天黑前巡护不完，晚上便在船上过夜。

站在山顶远眺，莽莽太子山林场一望无际，古木参天。偶

尔的几声鸟鸣，更增添了密林的幽静。

“硬是用铁锹和镐头，把荒山‘绣’
成了林海”

郁郁葱葱的太子山林场，是几代人青春奉献的结果。“47
年前，这里到处是荒山秃岭，一群 20 岁出头的护林青年，背着

帆布帐篷、草垫来到这里，在几十年里，硬是用铁锹和镐头，把

荒山‘绣’成了林海。”陈人范介绍。

1975 年 10 月来到太子山的杨俊将，当时只有 18 岁，是林

场首批护林员之一。如今，65 岁的他已两鬓斑白。“说是护林

员，全是光秃秃的荒山，护个啥？其实是来造林的。”杨俊将回

忆，没有田、没有路、不通电，连吃水、吃饭都是难题。吃水，得

用扁担去二三里远的水库边上挑，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挑

回来水洒了一大半；米、面、油、盐，得挖些药材，徒步 20 多公

里山路，去相邻的湖北省丹江口市换，往返一趟得一整天。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杨俊将和队友搭起茅草棚，开荒近

10 亩，种植玉米、红薯和花生，扎根造林。

1984 年从部队转业来到林场的陈人忠，当时只有 23 岁。

他说，在石头山上栽树，首先要解决土和水的问题。当年不知

用坏了多少把镐、锨，好不容易把石头缝凿成了一个个坑，还

得肩挑人抬，一袋一袋往山上搬运泥土；没有水，他们在山上

围堰，用木桶和陶罐从山下抬运。为确保苗木根部培土不被

雨水冲走，他们还从山下将一块块石头扛上去，在每棵树苗的

根部垒起月牙形围挡。

为了增加树苗根部的储水能力和土壤肥力，陈人忠还发

明了“底肥栽苗”法，即树坑挖深，坑底放入适量腐熟的落叶杂

草，用泥土封盖、压实，在上面栽苗培土。“一来保墒抗旱，二来

能让肥力缓慢持续发挥。”陈人忠说，这种方法虽没啥技术含

量，但不花钱，又实用。

当年亲手栽种的松、柏、栎树，苗木只有手指那么细，如今

长得比脸盆还粗。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杨俊将、陈人范、陈人忠

等，放心不下他们当年亲手种的树，依然守护着这片林子。“山

上种棵树不容易，几天不上去看看，就想它们。可一来到林

场，浑身来劲，就又不想走了。”陈人忠说。

“一旦发现盗伐，坚决斗争到底”

位于太子山林场老场部的三间平房，是荷枝的家。

荷枝说，丈夫一大早就巡山去了。端上一些山核桃，荷枝

回忆起刚嫁到林场的那一年。1993 年，荷枝嫁给了护林员张

端峰。除夕，她把饭菜都端上桌了，山上的树林着了火。张端

峰披上衣服就出门了，她也不知道怕，披着崭新的衣服就跟着

上山。先是砍树枝扑火，后来用衣服扑，再后来又拿刀拿铁锨

砍出来一条隔离带。

“除了防火，还得防盗伐。”75 岁的尚锁牛也曾是太子山

林场的护林员，已退休多年。他说，过去盗伐木材的情况比较

多，“一旦发现盗伐，坚决斗争到底。”

“走，到‘秋娃岭’看看！”陈人范说。这是位于豫鄂两省交

界处的一座山岭。交界线上，是一堵几公里长的石墙，如今已

是残垣断壁。陈人范介绍，“秋娃”名叫赵好秋，是第一代护林

员。1975 年，23 岁的他来到林场，为保护山上的重点抚育林

区，他花了 3 年时间用石头垒起几公里长的分隔带，防止牛羊

进去啃咬。常年巡山，风餐露宿，积劳成疾，他不到 50 岁就长

眠在太子山巅。附近居民把他以前管护的山岭称为“秋娃

岭”，以纪念这位护林员。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 47 年的岁月里，40 多名

护林员，在这片 22 平方公里的荒山上，种下片片绿林、管护座

座青山，林场森林覆盖率从不足 30%提升到现在的 92%，活立

木蓄积量从 2.5 万立方米增长到现在的 10 万立方米以上。他

们将青春化作荡漾的林海，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构筑起生态净水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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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山有人管、林有人造、
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我国生
态文明领域的又一重大制
度创新。

目前，我国已如期实现
“确保到 2022年 6月全面建
立林长制”目标，全国基本
建立上下衔接、职责明确的
林长制组织体系和责任体
系，逐步形成保障有力、运
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林长制
工作步入有效运行、系统深
化阶段。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7 月 13 日电 （记者李红梅）13
日白天，南方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其中，云南

昭通，四川达州、泸州，上海，浙江绍兴、宁波、丽

水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 40—41 摄氏度，四川、

云南、上海、浙江等地共 11 个国家站最高气温

达到或突破 7 月极值。13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

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6 月 13 日以来，我国出现了今年首次区域

性高温天气过程。截至 7 月 12 日，高温事件已

持续 30 天。全国共有 71 个国家气象站的最高

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4 天，我国江南

华南等地仍多高温天气。 17—20 日，四川盆

地、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沿江、华南西

北部等地将出现降雨过程，高温天气得以缓

解。21 日之后，南方地区高温将再次发展，范

围扩大，福建、江西、浙江南部等地日最高气温

可达 39—41 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南方高温仍将持续

本报北京 7 月 13 日电 （记者邱超奕）12
日，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黑龙江黑河市五大连

池市两地因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

亡、失联。目前，两地搜救工作正紧张进行。

险情发生后，两地消防救援队伍立即调派

力量开展救援。截至目前，150 名消防救援人

员、32 辆消防车、5 艘舟艇正在四川平武灾区开

展抢险救援；481名森林消防人员、42辆消防车、

9艘舟艇，102名消防救援人员、24辆消防车正在

黑龙江五大连池灾区开展抢险救援。

应急管理部详细了解人员搜救和受灾情

况，进一步部署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要求全力

以赴搜救失联人员，科学组织救援，防范持续

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救援队伍安

全；要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家属安抚工作，妥善

安置受灾群众；要加强灾害信息整合力度，落

细落实防汛避险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四川平武、黑龙江五大连池发生山洪灾害

搜救工作紧张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