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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陵区召陵镇白庄村富硒产业园内景召陵区召陵镇白庄村富硒产业园内景

党建引领  基层组织强起来

和美乡村的建设成效如何，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是关键。今年以来，漯

河市聚焦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建立基层党建“1+5+N”工作体系，即以

“夯基垒台”党建实事 1 个文件为总揽，开展集体经济“百村倍增   千村提质”、

“五星”支部创建补短强弱“逐村行”、软弱涣散村“蝶变创星”、村级后备“雏雁

培育”、乡村干部“提质赋能”5 项行动，指导县区积极领办 N 个党建项目，通过

一系列“组合拳”，引领带动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竞相出彩。

此外，为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漯河市还建立“市统筹、县主导、乡负责、

村实施”的四级联动推进机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创建的工作格局。

生态宜居  和美乡村靓起来

乡村蝶变，从环境治理开始。漯河市把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作为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实践，将“五星”

支部创建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

与”，畅通农村道路、净化村庄环境、亮化村庄街道、美化村庄面貌，实现以“党

建红”引领“生态绿”。实施党建网格化管理和农村环境常态化管护机制融合，

划细划小 1.2 万个网格，8000 多名党员、网格员编组定岗，分包路段全覆盖，让

农村人居环境由“一时美”变为“时时美”。

漯河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漯河市创建

“五星”支部引领和美乡村建设评价规范，对和美乡村村庄绿化率、生活垃圾无

害化治理率等进行明确，为创建和美乡村提供可量化的管理工具。

发展产业  群众腰包鼓起来

产业振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头活水。漯河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在打造高颜值生态乡村、高品质宜居乡村的同时，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百村

倍增  千村提质”行动，以县区为单位科学制定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发挥食品产

业优势，因地制宜推进“一村一品”，引进培育龙头企业，整县区、整乡镇推动龙

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实现企业、村集体、农户互利共赢。

召陵区召陵镇白庄村依托占地 100 亩的富硒产业园发展甘薯种植产业，通

过“双绑”，与田康农业公司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周边 8 个村发展订

单农业 600 亩，每村集体年收益均增加 15 万元以上。目前，全市

138 家龙头企业、237 家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组建联合体，带

动农民 25 万户，户均年增收 3000 元。

近 5 年来，漯河市累计投入专项扶持资金 1.5 亿元，整合各

类扶持资金近 5 亿元，倾力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先后对 11
个整乡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先进乡镇给予 30 万元至 60 万元资金奖励，为集体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多元协同  治理效能好起来

和美乡村建设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漯河市围绕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创新

推行“多格合一”治理模式，科学划分网格，统筹承接党建、综治、志愿服务、文

明创建等中心任务，结合“党员联户、干部包片、支部会商”和“村报告、镇处理、

县办结”机制，构建扁平化管理体系，实现一“网”兜起大小事。

漯河市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元素，常态化开展

“最美网格员”“最美家庭”“五美庭院”“文明村镇”等系列创评活动，掀起农民

群众自觉行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工作热潮，涵养文明乡风。

当前，漯河市正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处处美丽乡村新图景

勾勒出一幅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

入秋以来，河南省漯河市乡村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在舞阳县贾湖村，各类活动持续开展，沿湖景观带行人如织，游客参观博

物馆、游赏乐园、采摘研学；在临颍县瓦店镇大李村，林成海，路成网，农家小院错落有致。行走在漯河市的乡村，自然风光与人文

景观交相呼应，勾勒出一幅村美、民富、人和、业兴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漯河市积极学习、探索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把和美乡村建设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纳入全市“夯基垒

台”党建实事，以系统重塑、风貌营造、内涵提升为主线，全域构建“点上出彩、线上精彩、面上共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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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起，今冬首场寒潮

开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将迎来

大风降温和大范围雨雪天气。24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黄色

预警。

11 月以来，我国大部地区气

温偏高。寒潮来临能否改变偏暖

态势？今年冬天总体气温偏高还

是偏低？

此次寒潮过程影
响范围较大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 4 天，

寒潮将向东向南推进，我国大部地

区气温将先后下降 6—10 摄氏度，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内蒙古

及东北等地部分地区降温12—14摄

氏度，局地 16 摄氏度以上，并伴有

5—6 级风，阵风 7 级以上。其间，

北方多地将迎来大范围雨雪，预计

24日至 27日，西北地区大部、内蒙

古、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及

黄淮东部等地将先后有降雪或雨

转雨夹雪或雪，部分地区有大到暴

雪，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局

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华北中南

部、黄淮大部及以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

大雨。

“此次寒潮过程影响范围较大，主要是

因为冷空气聚集的能量比较强。”中央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

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此前已出现两次冷空

气过程，但因为强度太小，均未达到寒潮标

准，只能称之为冷空气。董全解释，在气象

学上，寒潮需要达到一定标准，即 24 小时内

降温幅度达到 8 摄氏度，并且江淮之间的日

最低气温达到 4 摄氏度，才能称之为寒潮。

“这次降温过后，部分地区气温会回升，

但回升的幅度以及具体哪些地区会回升，目

前还有较大不确定性。从目前来看，一直到

11 月 30 日，气温都会维持偏低的态势。”董

全说。专家提醒，由于此前气温偏高，中东

部大部地区经历冷暖“大逆转”，本次过程体

感变化会非常明显，同时，北方风冷感加剧，

北方一些地区还需警惕强降雪带来的风险。

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玮介绍，

受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影响，预计 24 日

夜间至 25 日中午，北京将会出现一次明显

雨雪过程，降水相态会比较复杂，山区是降

雪，西部、北部地区是雨夹雪转雪，城区和平

原地区大部分时段以雨为主，但在 25 日早

晨会转为雨夹雪，预计在 25 日

中午前后结束。

此次寒潮来临
前，我国整体处于
偏暖态势

此 次 寒 潮 来 临 前 ，我 国

整体处于偏暖态势。国家气

候 中 心 监 测 显 示 ，11 月 以 来

（截至 11 月 22 日），全国平均

气 温 为 7.0 摄 氏 度 ，较 常 年 同

期偏高 2.7 摄氏度，是 1961 年

有 完 整 气 象 观 测 记 录 以 来 同

期最暖值 。 全 国 大 部 地 区 气

温 偏 高 2 摄 氏 度 以 上 ，江 南

东 南 部 、华 南 等 地 日 最 高 气

温超过 30 摄氏度。

“由于欧亚地区上空西风

带气流总体比较平直，冷空气

活动强度较弱、影响时间较短，

造 成 我 国 大 范 围 气 温 明 显 偏

高。”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

丁婷分析，今年副热带高压异

常偏强，脊线位置偏北，而且维

持时间很长。一般在秋季后期

副热带高压将南撤东退，但是今年位置较常

年偏北且偏西，所以我国南方地区还受到副

热带高压的直接控制和显著影响。北方地

区上空还受到西风带移动性暖高压的影响，

所以整个中国大陆以暖高压控制为主，冷空

气影响较弱。23 日开始的寒潮来临，冷暖形

势发生明显转折。

专家提醒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但是，寒潮只是一个天气过程。针对今

年冬天总体气温情况，丁婷分析：“预计今年

冬季，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但气温冷暖起伏显著，季节内气温变化大，

发 生 过 程 性 强 降 温 和 强 升 温 事 件 的 可 能

性大。”

由于冬天较易出现阶段性强降温、强

降雪天气，专家提醒，农业农村部门需加强

对设施农业和畜牧业冻害、雪灾和大风灾

害的防范，交通部门需做好低温强降雪大

风灾害风险预案，相关地区和部门需根据

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及时做好设备除冰、道

路除雪等维护、维修工作。公众要注意防

范秋冬季恶劣天气，根据天气变化，适当增

添保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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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树林，才能被称为“森

林”？通常认为，森林是指以乔木为主

体，包括灌木、草本植物等在内的、占

据一定空间的生物群落。不同国家和

地区会根据不同情况，来定义“森林”

的标准。

从面积看，在我国，树林连续覆盖

面积超过 1 亩为森林。森林按发育演

替，可分为天然林、次生林和人工林；

按树种组成，可分为纯林和混交林；按

林业经营目的，可分为用材林、防护

林、薪炭林、经济林和特种用途林；按

林龄，可分为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

成熟林和过熟林。

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也是碳

库，是陆地生态的重要资源，是气候的

天然调节器，也是很多生物栖息的

家园。

“森林”的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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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底

森林覆盖率

超过25%

森林蓄积量
超过200亿立方米

年碳汇量
达到12亿吨以上

森林覆盖率

超过

25%2023年

2022年 24.02%

2020年 23.04%

2008年 20.36%

1993年 13.92%

12%1981年

人工林面积
居世界首位

本报南宁 11月 24日电   （记者董

丝雨、庞革平）记者从在广西南宁召开

的 2024 年世界林木业大会上获悉：截

至 2023 年 底 ，我 国 森 林 覆 盖 率 超 过

25%，森林蓄积量超过 200 亿立方米，

年碳汇量达到 12 亿吨以上，人工林面

积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增绿最多的

国家。我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超过 9 万

亿元，形成了木竹加工、森林食品、林

下经济、生态旅游等 4 个年产值超万亿

元的支柱产业，成为全球主要林产品

的最大贸易、生产和消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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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祖国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推动

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

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相统一。

林 草 产 业 是 绿 色 富 民 产 业 。 国

家林草局坚持一手抓国土绿化和资

源严格保护，一手抓产业发展和资源

合理利用。国家林草局负责人表示，

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进程中，林草部门将更好统筹高水平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学开展大规模

国 土 绿 化 ；大 力 推 进 森 林 可 持 续 经

营，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认

真践行大食物观，发展森林食品、林

下 经 济 ；通 过 深 化 集 体 林 权 制 度 改

革，加强政策供给和机制创新，不断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通过深化国际合

作交流，推动优势互补，共同培育发

展新动能。

本次大会主题为“林木绿业、合作

共襄——创新引领林木业高质量发

展”，来自各国林业部门、林木业国际

组织、国际知名企业的人士和专家学

者参会，近 1100 家企业参加了相关活

动。大会现场签约仪式上，共有 35 个

重点林业产业项目进行集中签约，签

约金额达 194 亿元。国家林草局负责

人表示，将充分利用好世界林木业大

会平台，广泛交流、深化合作、凝聚共

识、携手同行，共同开创世界林木业发

展美好新未来。

2024 年 世 界 林 产 品 及 木 制 品 展

同期在南宁举行，德国、加拿大、俄罗

斯等国家企业参展，设置林下经济、林

业机械等 13个室内展区，总面积达 5万

平方米，参展商超 1000 家，展出各类

产品 2 万多件。

右图：重庆市黔江区国家森林公

园灰千梁子景区的万亩林海。

杨   敏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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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超过25%
成为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