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顾仲阳）2022 年全

国林业和草原科技活动周近日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

公园启动。本次林草科技周以“走进林草科技 共

建美好家园”为主题，旨在通过林草科技创新成果展

示、林草科普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广普及最新的林草

科技成果和知识，提升公众生态意识和科学素养，共

享林草科技发展成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家园。

本次林草科技周包括主会场、分会场、地方林草系统

特色科普活动和组织参与部分全国科技周品牌示范活

动。其中，主会场活动包括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双碳

行动等主题互动展示，以及林草科普图书文创展、林草大

学生科创成果展，林草科学数据中心、园林绿化废弃物处

置利用展示，木材标本和传统木结构辨识等特色科普互

动体验和专家咨询活动。

近年来，国家林草局持续强化组织领导和顶层设

计，广泛开展林草科普活动，扎实推进林草科普基地

和人才队伍建设，联合科技部印发《关于加强林业和

草 原 科 普 工 作 的 意 见》《国 家 林 草 科 普 基 地 管 理 办

法》，启动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认定，研究制定《国

家林草科普基地评价规范》。目前，全国已有涉林草

科普场馆、非场馆类科普基地 667 个，国家级、省级科

普基地 338 个。

提升科学素养 共享发展成果

2022年全国林业和草原科技活动周启动

核心阅读

生态护林员是基层林草资
源管护的源头和载体。去年 8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第
一部关于护林员的规范性文件
《乡村护林（草）员管理办法》。
如今，我国各类生态护林员已超
200万人。他们扎根深山密林，
守护绿水青山，推动我国实现林
草资源网格化管理和有效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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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部获悉：今年，中央财政对大气、水、土壤 3 个污染

防 治 资 金 和 农 村 环 境 整 治 资 金 共 安 排 621 亿 元 ，较

2021 年增加 49 亿元。

据介绍，目前生态环境部已建成中央生态环境资

金项目储备库，截至今年 7 月底，项目储备库共储备项

目 1万多个，总投资需求 6500余亿元。

资金投入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基础

性保障。除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生态环境部还大力引

导金融资金支持，2021 年下半年以来，分别与国家开

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银行等 10 家金融机

构建立合作机制，建立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

印 发《生 态 环 保 金 融 支 持 项 目 储 备 库 入 库 指 南（试

行）》，支持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八大领域项目，引

导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精准的资金支持。通过征集地方

需求，加强入库指导，筛选出具有良好环境和经济效益

的项目，定期推送给金融机构。今年 7 月份，第一批共

推送项目 139 个。

今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增至621亿元
较去年增加49亿元

“一天好几个护林点，每天巡查 8 小时以上

是家常便饭。”廖福长是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

淮土镇的一名生态护林员，12 年、8 万里，廖福

长的护林脚步从未停歇。

去年春天，廖福长巡山爬一个陡坡时，因

雨天坡路湿滑摔了一跤，腿部受伤，流了不少

血。回家简单包扎后，第二天他依然带伤巡

山。“山里少有公路，巡山全靠两条腿，每天要

走 10 多公里，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廖福长的

巡山日记上这么写道。

生态护林员是基层林草资源管护的源头

和载体，是绿水青山的守护者。他们常年以山

为家、与林为伴，走村串寨、翻山越岭，踏遍沟

沟坎坎……当前，我国已有各类生态护林员

200 多万人，为保障其合法权益，去年 8 月，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第一部关于护林员的

规范性文件《乡村护林（草）员管理办法》。该

《办法》实施以来，如何促进生态护林（草）员发

挥作用，推动实现林草资源网格化管理和有效

管护？记者进行了采访。

练成“铁脚板”“活地图”，
当好林草资源巡护员

“我生在林区，长在大山，对森林有着深厚

感情！”潘为平身着迷彩服、脚穿解放鞋，臂挂

红袖章、手拿小喇叭，打开手机里的生态护林

员巡护 APP，点击“开始巡护”，便沿着崎岖山

路向上攀爬。

自从 2014 年被聘为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三锹乡菜地村生态护林员以来，

潘为平几乎跑遍了山林的每个角落，对每一道

山梁、每一片林地、每一处地形地貌都了如指

掌、熟记于心，练成了“铁脚板”，也被村民们亲

切地称为菜地村的“活地图”。

国家林草局林业工作站管理总站副总站

长高静芳说，像潘为平这样的护林员有很多，

他们用脚步丈量着青山，用辛勤付出筑牢祖国

的生态屏障。全国生态护林员有 200 多万人，

平均每人每月巡护 22 天。

“在日常的巡山工作中，他们练就‘千里

眼’‘顺风耳’，成了灾害预警信息员。”国家林

草局林业工作站管理总站工作人员朱天琦说，

生态护林员的工作就在山水间，他们通常也是

发现报告林草有害生物危害、盗砍滥伐林木等

情况的“第一人”。

除了日常巡护，部分生态护林员还承担着

林草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江西省抚州市南

城县上唐镇生态护林员余建孙，积极参与当地

松材线虫病枯死木清理攻坚战。“摸清山上的，

管住路上的，守住房前屋后的……”如今，余建

孙成了病虫害防治技术员，一边巡查检查，一

边给村民讲解宣传专业知识。在众多生态护

林员及专项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南城县松

材线虫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

守好青山换来金山，打开
乡村振兴致富门

数据显示，生态护林员中，有脱贫人口生

态 护 林 员 110 万 人 ，已 带 动 300 多 万 人 顺 利

脱贫。

“守护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高静芳

说，自 2016 年起，原国家林业局会同财政部和

原国务院扶贫办推动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

工作，累计投入 329 亿元，帮助 110 多万个家庭

获得稳定就业机会，新增林草资源管护面积近 9
亿亩，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脱贫增收“双赢”。

“用好脱贫攻坚金钥匙，打开乡村振兴致

富门。”高静芳说，眼下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规范和加强生态护林员队伍建

设，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建设一支扎根乡村、

数量众多、基础牢靠的资源保护力量，为推进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作出更大贡献。

“在保护山林的同时，家里农活两不误，日

子越过越好。”黄春琴是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梨

埠镇凤仪村脱贫户，自 2018 年 12 月受聘为脱

贫人口生态护林员以来，他的家庭生活条件得

到了有效改善。苍梧县在全县选聘了 330 名生

态护林员，带动了 300 多户家庭稳定就业增收。

朱天琦介绍，政策还鼓励生态护林员在完

成护林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林业生态建设

和林下经济等林草富民产业发展，进一步增加

个人收入，带动乡亲致富。

在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乘马岗镇上马石

村，放眼望去，200 多亩承包山林生机勃勃。生

态护林员陶红坤在巡山护林的同时，还经营着

80 余亩油茶林。“乡镇林业站通过技术帮扶，实

施综合措施改造，油茶林产量提升明显，油茶

干籽营收以及生态护林员等林业收入增加不

少。”陶红坤介绍。

经营油茶产业尝到甜头后，陶红坤致富不

忘乡亲，多次邀请林业技术专家为乡亲们开展

技术培训，自己也时常到山头地块对农户进行

现场指导……在他的帮助下，村民陶忠诚承包

的近 300 余亩油茶园实施了油茶低产林改造，

收入多了不少。陶忠诚逢人就夸：“护林员变

成了技术员，油茶树变成了摇钱树。”

“乡村要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高静芳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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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护林员不仅是保护资源的森林卫士，也是担任

造林绿化任务、推动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参

与者。

蓝先华是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五斗江乡

庄坑口村的生态护林员。他组建起一个以脱

贫户为主体的团队，接下了对 2000 多亩林场进

行造林抚育的工作。平日里，他们对所植树木

进行管护。到了冬春季，则开展造林工作。

打开蓝先华的造林日志，上面清晰地写

着 ：2018 年 造 林 300 亩 ，2019 年 造 林 500 亩 ，

2020 年造林 500 亩，2021 年造林 600 亩……蓝

先华和他的造林小队每年都能圆满完成造林

任务，为庄坑口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强化基层基础，构建林草
资源管理新机制

前不久，国家林草局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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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现 了“ 山 有 人 管 、林 有 人 护 、责 有 人

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明确指出，

“充分发挥生态护林员等管护人员作用，实现

网格化管理”。

各地强化基层基础，积极构建网格化管理

体系，出台生态护林员管理文件，努力解决森

林草原保护发展“最后一公里”问题。江西省

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管护山场、管护人

员、管护资金“三整合”，实施网格化管理，一个

网格对应一名专职生态护林员，与基层监管员

和林长共同组成“一长两员”队伍。

“对专职生态护林员管理实行统一巡护服

装、统一巡护装备、统一巡护职责、统一管理制

度、统一考核奖惩。”国家林草局林长制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少舟说，“一长两员”的

新管理模式，不仅提高了生态护林员薪酬待遇

和装备配备标准，而且进一步压实了生态护林

员职责，提升了生态护林员管理规范化、专业

化水平。

“林业站设在乡镇，是林草治理体系的末

端。做好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有助于林草力

量向基层一线延伸、强化林草治理基层能力。”

高静芳说。随着林长制实施，生态护林员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生态护林员已成为林业站的补

充力量，夯实了林草资源管护基础。

眼下，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云乐镇生态护

林员正在协助林业站对全镇 18 个卫星遥感判

读的疑似变化地块进行实地核查，拍摄现场照

片。“生态护林员是林业站的眼睛，也是我们的

腿，不仅能及时报告异常情况，还能协助完成

森林资源监测工作，解决我们人手不足的难

题。”云乐镇林业站站长傅杨说。

“点击‘日常巡护’，选择‘开始巡护’，我

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西

涧街道关山村小林场生态护林员李子武掏出

手机介绍，巡护过程中要是发现森林病虫害、

盗砍滥伐等事件，可以点“上报事件”，用语音

或者图片、视频的方式传到后台，责任林长看

到了，就会第一时间过来处理。据介绍，安徽

省建成省级林长制综合管理平台，在全省推

广“林掌”APP。

周少舟介绍，为了提高巡山护林效率和

质量，各地还推进林长制信息化建设，将生态

护林员纳入信息化平台，加强林草资源精细

化管理。依托智能化巡护平台，生态护林员

的巡山轨迹、巡护情况一目了然，不仅便于生

态护林员开展巡护工作，还有效提升了相关

部门对生态护林员队伍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目前，安徽省 39496 名、江西省 22381 名、湖南

省 57135 名生态护林员均纳入了当地林长制

巡护平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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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3日电 （记者李红梅）记者近日从

中国气象局获悉：中昆仑山脉海拔最高气象观测站近

日建成，已成功通过北斗卫星传回观测数据。

昆仑山怀抱中的塔里木盆地孕育了塔克拉玛干沙

漠，新疆和田地区便是它与昆仑山脉之间的一片绿

洲。一边是低洼的盆地，一边是凸起的高原，南北两侧

的海拔高差达 4000 米。为了解昆仑山北坡在不同海

拔高度上的降水状况、高海拔冰雹形成机理、高原云降

水、水汽输送通道以及青藏高原西风—季风协同作用，

8 月 10 日至 13 日，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

学、中国气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等 10 余家

单位近 40 位专家学者组成科考队伍，开展昆仑山综合

科学考察活动。

经过多方论证，科考队最终在新藏线交界处海

拔 5212.70 米的独尖山，建立首个多要素北斗传输自

动 站 。 经 过 调 试 ，该 站 于 8 月 13 日 全 面 投 入 业 务

观测。

今后，新疆气象部门还将在中昆仑山脉陆续布设

5 套自动气象观测站，着力构建东、西、中昆仑气象站

网，全面探索昆仑山水汽形成机理，加速提升当地气象

防灾减灾能力。

中昆仑山脉海拔最高气象观测站建成
助力提升当地防灾减灾能力

本报北京 8月 23日电 （记者贺勇）23 日，北京市

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结果显

示：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全市水生生物物种

丰富。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韩永岐介

绍，近年来，北京市以“保优Ⅲ”“消劣Ⅴ”“强生态”为重

点，促进水资源保护，推进水环境治理，探索水生态修

复，多管齐下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市水生态环境质

量实现稳中向好。

理化指标监测显示，全市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2021 年Ⅰ—Ⅲ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度的 75.2%，同

比增加 11.4 个百分点；Ⅳ—Ⅴ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

度的 24.8%；无劣Ⅴ类河流。2022 年上半年，37 个国考

断面中，Ⅰ—Ⅲ类的水质断面 26 个，占 70.3%，同比增

加 16.2 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断面。按照国家水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2020 年—2021 年，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的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结果显示：全市累计监测到浮游植物 134 种，浮游动物

231 种，底栖动物 284 种，鱼类 41 种。全市五大水系中

潮白河水系水生态环境质量最好，其次为永定河水系、

大清河水系、蓟运河水系和北运河水系。

北京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上半年无劣Ⅴ类国考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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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广西元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护林员在检查冷杉野外回归生长情况。

龙 涛摄（影像中国）

图②：河北省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刘满仓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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