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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草木蔓发。一早，近日刚

被授予“林业英雄”称号的甘肃省古浪县

八步沙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郭万刚就

来到治沙点，埋压草方格。郭万刚是八

步沙林场“六老汉”中郭朝明的儿子。上

世纪 80 年代，“六老汉”不甘家园被沙漠

吞噬，联户承包治理八步沙。 1983 年，

郭万刚子承父业，一干就是 40 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需要更

多像“六老汉”这样的当代愚公、时代楷

模。要弘扬“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头、

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激励人们

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

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

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

靠精神。一个个林草行业先进模范，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用奋斗的汗水浇灌绿色

长 城 ，在 美 丽 中 国 筑 起 一 座 座 精 神 丰

碑。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中国人民用

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

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我国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 24.02%，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面积持续“双缩减”，美丽中国新画卷

不断铺展。

用汗水浇灌林草
用科学守护绿色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碧

海蓝天，一片葱郁的木麻黄在海与沙之

间建起一道绿色屏障。“这是 1998 年种

下的，现在有 50 厘米粗了。看着自己栽

下 的 树 苗 逐 渐 长 大 ，真 是 让 人 感 到 幸

福。”全国劳动模范、昌化镇昌化社区农

民陶凤交欣慰地说。

棋子湾曾是片滨海荒漠，干旱少雨，

国外专家直言这里种不了树。“这是我们

的家园，一定要把树种活！”陶凤交和姐

妹们不甘心，在省林科院科研技术人员

指导下，改种木麻黄，挖 40 厘米深坑，有

湿沙层后再栽苗，浇足水，再用上营养

袋，沙海上逐渐有了点点绿色。

头顶骄阳、脚踩流沙、肩挑手提、起

早贪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陶凤交

带 领 的 妇 女 造 林 队 累 计 种 了 588 万 株

树，让棋子湾沙漠变绿洲，书写了一段

“植树娘子军”的传奇故事。现在，64 岁

的陶凤交还会带着乡亲们巡林护林，补

栽补种，踏过沙地，留下串串脚印。

植树造林不容易，山东省淄博市原

山 林 场 党 委 书 记 、场 长 高 玉 红 深 有 体

会。她指着满山岩石缝中顽强生长的侧

柏说：“60 多年来，三代原山人就是在这

样的石头缝里，攻坚造林，使森林覆盖率

不足 2%的原山林场，成为鲁中地区重要

的绿色生态屏障，赢得了全国绿化先进

集体的荣誉。”

国土绿化，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

质量。在实现应绿尽绿后，原山人把工

作重心转向了提高森林质量。一方面不

断加大森林抚育力度，另一方面进行纯

林、低效林林分改造，改善林木生长环

境，优化森林结构和功能，为周边群众提

供更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大量野生

动物和鸟类繁衍生息。

青山为证。苦干、实干、科学干，林

草行业先进模范们用汗水浇灌林草，用

科学方法守护国土常青。在他们的示范

带领下，我国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

会共同参与，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

神州大地总体上实现了由黄到绿、由绿

到美的蝶变。

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代接着一代干

八步沙林场深处的眼窝子沙治沙点，

黄退绿进。“你看这棵大树，是父辈们 40年

前栽的。它的根上又发了芽，长出了第二

代、第三代树。”郭万刚说，树一代代茁壮

成长，治沙人也要一代代接续奋斗。

如今的八步沙，植被覆盖率由治理

前的不足 3%提高到 70%以上，让古浪县

整个风沙线后退了 20 多公里。

面 对 这 样 的 成 绩 ，郭 万 刚 并 不 满

足。他带领治沙团队推行光伏治沙、生

物治沙、机械治沙等新模式，继续向腾格

里沙漠腹地进发，2021 年以来，通过“板

上发电、板间养殖、板下种植”的光伏治

沙新模式，有效治沙 5000 亩。

治沙技术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站出来挑起大梁。“在父辈的引领

下，我们要瞄准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多赢的新目标，积极治沙，

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八步沙第三代治

沙人郭玺说。

在“时代楷模”、河北塞罕坝机械林

场，新一代务林人也接过了绿色接力棒。

阴 河 分 场 亮 兵 台 营 林 区 ，大 西 沟

攻 坚 造 林 地 新 绿 初 绽 。“ 坡 度 超 过 40
度，最薄处土层仅有 10 厘米，土壤下面

是坚硬的板石，中间还夹杂着碎石，小

樟 子 松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石 头 缝 里 种 活

的。”阴河分场副场长时辰说，“与第一

代务林人的艰苦相比，我们吃的这点儿

苦不算什么。传承塞罕坝精神，让绿色

在塞罕坝生根蔓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使命。”

“再难啃的硬骨头，也要啃下去！”塞

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说，二次创业

是新征程上塞罕坝人的新课题，要通过

攻坚造林、精准提升森林质量等，让塞罕

坝森林生态系统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可

持续发展。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在美丽中国建设一线，林草行业先

进模范们久久为功，再立新功，在他们的

示范带领下，广大干部群众一年接着一

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持之以恒地绿化

祖国。

让绿水青山更美
把金山银山做大

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七一勋

章”获得者、内蒙古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

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原书记廷·巴

特尔，每天在牛圈中忙碌。

让草原绿起来，帮牧民富起来，自

1974 年来到草原后，廷·巴特尔便扎下

了根。“1 头牛和 5 只羊的经济价值相当，

可 5 只羊 20 只蹄子，爱刨草根吃，对草原

破坏大；1 头牛只有 4 条腿，吃草尖不影

响草生长。调整畜群结构不仅能保护草

原，还能增加收入。”秉承着“让牧民过上

好日子”的信念，廷·巴特尔用他的“蹄腿

理论”示范带动乡亲们优化养殖结构，减

轻草场负担，因地制宜种植黄柳、沙棘等

耐旱植物，有效遏制草场沙化退化。

从科学养殖，到发展肉奶加工产业，

再到建设现代化新牧区，廷·巴特尔带领

当地牧民走上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增收致

富双赢之路。如今的萨如拉图雅嘎查成

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村”，牧民人均年收

入 3 万多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陕西省延安市，越来越多的乡亲

们过上了绿富双赢的好日子。

“这些年，我们把荒山荒坡建成了

绿 水 青 山 ，又 把 绿 水 青 山 变 成 了 金 山

银山。”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

记 张 润 生 喜 滋 滋 地 介 绍 ，村 里 以 前 是

安塞最穷的地方之一，去年村集体资产

达 到 304 万 元 ，村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到

1.95 万元。

“乡亲们的光景好起来，苹果树发挥

了重要作用。”张润生说，2015 年以来，

村里以合作社为平台，依托惠民公司资

金、技术、人才优势，联合打造南沟生态

农 业 示 范 园 ，全 村 1002 人 个 个 成 了 股

东。山坡上退耕还林种苹果，建成 1060
亩高标准矮化密植苹果示范园，带动村

民种植苹果 3160 亩。通过“我在南沟有

棵树”认养、休闲采摘等途径，村里累计

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次。

“红苹果成了致富果，南沟村是延安

农村绿起来富起来的缩影。”全国绿化先

进集体延安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占金介绍，延安创造了黄土高原由浅绿

向深绿挺进的生态奇迹，同时坚持生态

为民，大力发展以苹果、红枣、核桃、花椒

为主的经济林，做大做强林下经济，如今

的 延 安 山 更 绿 了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53.07%，农民更富了，去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超过 1.52 万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林草

行业先进模范们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广大干部群众向林

草行业先进模范学习，让绿水青山更美，

把金山银山做大，阔步迈向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征程上林草行业先进模范再立新功

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
本报记者 顾仲阳 刘温馨

本报北京 3 月 12 日

电 （记者顾仲阳）在第四

十五个植树节到来之际，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

布《2022 年中国国土绿化

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

报》）。《公报》显示，全国完

成造林 383 万公顷，种草改

良 321.4 万 公 顷 ，治 理 沙

化 、石 漠 化 土 地 184.73 万

公顷。全年发布“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各类尽责

活动 262 个。目前，我国森

林面积 2.31 亿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 24.02%；草地面

积 2.65 亿公顷，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达 50.32%。

《公报》显示，一年来

科学绿化持续深入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迈出新步伐。印发《全国

国 土 绿 化 规 划 纲 要

（2022—2030 年）》，开展造

林绿化空间适宜性评估，

全面实行造林绿化任务带

位置上报、带图斑下达，推

进造林、种草改良、防沙治

沙等任务落地上图。全年

完成人工造林 120 万公顷，

飞播造林 17 万公顷，封山

育林 104 万公顷，退化林修

复 142 万公顷。人工种草

120.4 万 公 顷 ，草 原 改 良

201 万 公 顷 。 在“ 三 区 四

带”等重点区域组织开展

72 个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项目建设，组织实施“十四

五”前两批 19 个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工程以及 20个国土绿化试

点示范项目。三北工程完

成造林 84.79 万公顷，国务

院延长第二轮退耕还林还

草补助期限。新增水土流

失治理面积 6.3 万平方公

里，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

496 个。启动首批 18 处国

有草场建设试点，安排草种繁育基地建

设任务 2.1 万公顷。成功举办《湿地公

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 7 省区开

展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

《公报》显示，过去一年城乡绿化

美化同步推进，绿化质量逐步提升。

授予 26 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全 国 国 家 森 林 城 市 数 量 达 218 个 。

100 余个城市开展了国家

园林城市建设，全国各地

建 设“ 口 袋 公 园 ”3520
个 。 全 年 完 成 公 路 绿 化

里程近 10 万公里，铁路线

路 绿 化 率 达 87.32% 。 沿

河 沿 湖 绿 色 生 态 廊 道 建

设 持 续 推 进 。 积极开展

“工会林”“劳模林”“母亲

公 益 林 ”建 设 及“ 绿 植 领

养”“我为碳中和种棵树”

等活动。全面落实天然林

管护责任，使 1.72 亿公顷

天然林得到有效保护。完

成 国 家 储 备 林 建 设 任 务

46.2 万公顷。持续推进退

化林修复工作。落实 310
家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单

位，2023 年试点任务面积

17.2 万公顷。全年生产林

木种子 1634 万公斤，生产

可供造林苗木 287亿株，绿

化良种使用率达到 65%。

开展林业碳汇试点市（县）

和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

建设。

《公报》显示，2022 年

林 草 资 源 保 护 管 理 成 效

明显，生态美百姓富取得

新 成 果 。 全 面 建 立 林 长

制 ，各 级 林 长 近 120 万

名。首次产出统一标准、

统 一 底 图 、统 一 时 点 的

2021 年 度 林 草 生 态 综 合

监 测 成 果 。 完 成 第 二 次

全 国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资 源 调 查 和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迁 地 保 护 情

况调查，发布第二次全国

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

组 织 开 展 打 击 破 坏 古 树

名 木 违 法 犯 罪 活 动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 全 年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受 害 率 持 续 保 持

历史低位。推进松材线虫

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首

次实现县级疫区和乡镇疫

点数量净下降，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

和病死树数量比上年分别下降 11.9%
和 26.1%。全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

8.37万亿元，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1910亿美元。全年完成油茶种植 13.33
万公顷、改造 26.67万公顷，茶油年产量

有望突破 100万吨。截至 2022年底，全

国绿色贷款余额 22.0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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