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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湖南长沙气温直逼 40 摄氏

度。长沙向东 130 公里外，大围山逶迤连绵，

苍翠如黛，是一处清凉的避暑胜地。

休闲纳凉的市民，走进茂密的次生林，

欣赏着山谷间的大片高山湿地。这美丽的

景色，离不开护林员和林长们的精心呵护。

“林长制实施后，我们村配了 4 名专职护

林员，还把 37 名微网格长纳入志愿护林员队

伍！”浏阳市大围山镇浏河源村党总支书记、

村级林长陈伶义说。

从 2021 年起，长沙建立起市、县、乡、村

四级林长体系，3552 名各级林长成了 60 多

万公顷森林的守护人。从此，这里的林更

绿、山更美，也更安全了。

“每一次巡逻，都像是去
巡护自家林子”

“自从当上护林员，感觉责任重了好多。”

宁乡市夏铎铺镇龙福新村护林员刘小培说，

“每一次巡逻，都像是去巡护自家林子。”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小培就上山

钻林，在网格责任林里巡逻。“清理烟头、杂

物，发现病虫害，救助受伤动物……事情多

着呢！”他说。

去年 12 月，刘小培在巡逻时发现部分松

树枯死，他第一时间通过管理平台软件上报

给镇林长办。林业部门迅速检测检疫，发现

是松材线虫，立即无害化处理疫木，有效阻

止了松材线虫病扩散。

像 刘 小 培 这 样 的 专 职 护 林 员 ，长 沙 有

1160 多名。2021 年以来，长沙全面推行林长

制，设市级林长 11 名、县级林长 83 名、乡级林

长 1068 名、村级林长 2390 名。各级林长以

“担当一任林长、守护一片森林、造富一方百

姓”为己任，积极抓实巡林护林工作。长沙市

将森林划分为多个管护网格，并在每个网格

配齐护林员、监管员、执法员“三员”队伍。每

名专职护林员管护面积不超过 1 万亩，市、县

两级确保每人每年不低于 2 万元的待遇，统

一巡护着装、巡护工具、巡护手册、管理考核；

还将林长制工作纳入市对县的绩效考核。

如今，在长沙，专职护林员们巡查野外

用火、乱砍滥伐、侵占林地行为，监测林业有

害生物，保护野生动植物，实现了“山有人

看、林有人护、火有人管”。

初步实现“天上看、地上
查、网上管”

“半边街后山出现火情，护林员马上赶

往现场处置！”“火势发展较快，请一中队迅

速增援！”……近日，浏阳市洞阳镇洞阳村半

边街后山空地上一堆杂草起火，镇政府二楼

的指挥中心立即响起警报声，大屏幕上的实

时视频自动显示起火点，正在附近巡林的 4
名护林员接到火情警报后迅速到达火点进

行处置。12 分钟后，山火被扑灭。

这是一次森林防灭火演习。得益于智慧

林火监测预警平台，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火

点。洞阳镇党委书记王海介绍，预警平台有 6
个热成像采集高清摄像头，基本覆盖全镇重点

林区面积 72平方公里；摄像头每 2分钟完成一

次 360 度探测旋转。当探测到有森林火点或

烟雾时，平台会自动报警，并第一时间将图片、

录像、地理位置等信息传送至指挥中心，实现

了森林火灾打早、打小、打了的目标。

在推进林长制过程中，长沙加大科技投

入力度，以科技赋能林长制。“无人机一升

空，巡视范围更宽广，也更加便捷。”在近日

的一次巡林中，葛家镇工作人员唐明操作遥

控器，升起了一架多旋翼无人机。显示无人

机拍摄画面的手机屏幕上，大山深处的郁郁

葱葱清晰可见。浏阳林业系统共配备无人

机 42 架，实现无人机巡林全覆盖，初步实现

了“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

以智能巡护为基础，长沙率先在全省建

立了智慧林业平台，融合林业时空大数据库、

资源动态监管系统、林业综合执法系统、综合

态势展示系统，形成“一库、一平台、多应用”。

将发展林下经济作为
乡村振兴重要抓手

浏阳市沙市镇白水村 70 岁的村民屈竹

赞，生活一度很拮据。种了七八亩油茶，不

少忙活，一年就是 1 万多元的收入。去年，他

的油茶果收入 3 万多元。“多亏了合作社给我

的油茶树进行了改良！”屈竹赞说。

屈 竹 赞 是 聚 康 油 茶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成

员。这个合作社有 5000 亩油茶。当地林业

部门在白水村和毗邻的友助村开展了油茶

丰产改造项目，采用高接换冠、劣株换种方

法，将原有茶树品种全部改良，解决了开花

多挂果少问题，实现丰产高产。“2021 年长沙

市油茶丰产林平均亩产 500 公斤油茶果，改

良之前普遍就是 100 多公斤。”长沙市林业局

绿化处处长胡东兵向记者介绍。

油茶产业是长沙的林产业名片。浏阳

市镇头镇种植了 10 万亩连片油茶，这也是湖

南省唯一一处集中连片达到 10 万亩的油茶

基地。在各级林长指导下，全镇已完成 2019
年、2020 年两期油茶丰产建设项目，共计完

成油茶丰产林改造 4.5 万亩，2021 年丰产林

户均增收 4000 元以上。

在一些林场，砍树卖树曾是主要收入来

源。“现在，林场经济来源变为‘看树’。”浏阳

湖国有林场场长刘俊杰说，“我们大力发展

高附加值经济林业，为国家储备大量用材

林。”刘俊杰动员 120 多名职工栽种楠树、红

榉树等。

近年来，长沙大力发展林畜、林菌、林药、

林果、森林康养等产业，将发展林下经济作为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市林下经济发

展面积达到 200万亩，年产值 100亿元以上。

“林长制的推行，强化了地方党委政府

的主体责任和主导作用，调动政府各部门、

社会各界力量，真正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强

大合力！”长沙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邓阳

锋介绍。

上图：浏阳市株树桥水库附近森林得到

有力保护，水源涵养能力显著提高。

长沙市林业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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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1日电 （记者寇江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

发布通知，要求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

示范区建设，切实做好示范区创建工作，认真组织储备实施示范

区项目，强化示范区建设保障措施，稳步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国家林草局要求，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要依据全国防沙治沙

综合示范区创建基本条件，认真组织储备实施示范区项目，做好

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和林草领域相关规划的衔接，科学开展国家林草重点

生态工程和区域性防沙治沙项目支持示范区建设。

国家林草局发布通知

加强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

本报北京 8月 1日电 （记者李红梅）近日，中国气象局出台

《大气本底观测业务质量提升行动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底，大

气本底站的观测质量处于全球同类站点先进水平。目前，我国

大气本底观测业务体系已基本建立，业务能力逐步提高，数据应

用效益日渐显著。“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在现有的 7 个国家大气

本底站和即将建成的广东新丰国家大气本底站的基础上，在胶

东半岛、黄淮、四川盆地等区域选址新建 8 个国家大气本底站，

实现 16 个气候系统关键观测区国家大气本底站全覆盖。

《方案》提出，今后，我国将强化大气本底观测业务运行管

理，提升业务运行监控能力、观测计量标校业务能力及观测装备

保障能力；强化大气本底观测业务质量管理，重点提升温室气体

观测业务质量；优化大气本底观测业务管理体制机制。

大气本底观测业务体系基本建立
数据应用效益日渐显著

核心阅读

从2021年起，湖南长沙建
立起市、县、乡、村四级林长体
系，全市3500多名各级林长成
了 60 多万公顷森林的守护
人。设立专职护林员、建立智
慧林业平台、发展林下经济，当
地以林长制带来“林长治”，让
林更绿、山更美。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版责编：陈 娟 程 晨 张文豪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北京 8月 1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

为贯彻落实 8 月 1 日起施行的黑土地保护法有关规定，自然资源

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黑土耕地保护的通知》，要求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四省份自然资源厅围绕开展黑土耕

地调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黑土耕地的特殊管控、从严控制建

设项目占用、严格落实占补平衡、加强监督执法、严格落实保护责

任等 6个方面，切实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通知》要求，四省份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和“三区三线”划定工作中，应当将黑土耕地全部带位置

纳入耕地保护红线任务，黑土层深厚、土壤性状良好的黑土耕地

应当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逐地块上图入库，严格实行特殊保

护。《通知》明确，要从严控制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加强黑土

耕地保护监督执法。

自然资源部发布通知

加强黑土耕地保护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