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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写好用绿、活绿大文章”

一次巡林时的见闻让徐瑾深有感触：
“当上林长后，一定还得继续写好用绿、活
绿大文章。”

徐瑾现任安徽省潜山市源潭镇镇长，五
年前，还在任潜山市黄铺镇镇长时，她就已
经是乡级林长了。

“把家里这些荒山流转给公司发展香榧
种植，效益真不错，不仅能挣租金，还可以
拿分红，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2017年
8 月，遍地的香榧林随风荡起绿色的波浪，
徐瑾在黄铺镇和平村巡林时，正在挖坑栽香
榧的村民们的朴实话语，令她倍感欣慰。

徐瑾告诉记者，在此之前，尽管和平村
后山面积不小，但只零星生长着一些小松
树，经济价值较低。

不能守着好资源，却过着穷日子。徐瑾
决定试着将低效林逐步改造为经济林。“香
榧储存运输方便、市场价值高，和平村又正
好处在最适宜香榧种植的气候带上。”在亲
自率队去浙江省诸暨市考察调研后，她将希
望压在了香榧身上。

结果如她所想，经济林改造效果的确
“榧”同一般。几年时间，和平村的香榧林
不断扩张，早年种下的树木陆续产果。在村
内的香榧基地打零工，村民一年收入至少在
2万元以上。大家伙因此笑言：荒山坡变成
了“聚宝盆”，致富路是越走越宽。

这 段 经 历 ， 徐 瑾 始 终 记 忆 犹
新。“当下，‘靠山吃山’得有新

‘吃法’，我们必须开动脑筋。”徐瑾
说，成为一名合格的林长，首先要
加强专业性学习。为此，她时刻不
忘学习关于林业保护开发的法律法
规与最新政策，让自己的履职更加
精确，更好地做群众工作。

做林长时间越久，徐瑾越觉得
释放生态红利很重要。

六年前，安徽逸品山庄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由政府招商引资
落户潜山，在源潭镇开展林下仿野
生种植。2020 年春，企业首批栽培
的 10 亩石斛成功进入采摘期，实现
销售收入500万元。

“种石斛，小打小闹不行，必须
走标准化、品牌化道路。”2022 年 1 月，来
到源潭镇工作后，徐瑾第一时间听取企业下
一步发展需求，对接有关扶持政策，积极引
导企业创建品牌，并鼓励校企合作。

“林下种植石斛，促进了森林抚育更新
与管护，丰富了高端林产品供应。”徐瑾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又有 4 个林业招商项
目落地源潭，现在，我们对于走林业高质量
发展之路充满信心。”

高昭梁——
“我是林长，你们盗伐，我

就要管”

7月26日，炎炎夏日，在江西省南昌市
湾里管理局梅岭镇立新村，漫山的毛竹林一
片碧绿，带给人阵阵凉意。看见刚巡完山
回到村里的高昭梁，坐在林荫下乘凉的乡
亲们，又不约而同地聊起了两年前的那个
午后。

“老高，快来看看！徐家自然村公益
林，有十几棵毛竹被破坏了！”2020 年 8 月
的一天中午，一通来电让高昭梁心头一紧，
他跨上摩托车接着就往现场赶。

57 岁的高昭梁是立新村党支部书记。
2018年，南昌市按照“分级负责”原则，构
建了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组织体系，高
昭梁由此多了一个身份——村级林长，肩负
护林护绿的任务。

群山环抱间的立新村路窄林密，等他到
达徐家自然村后山那片茂盛的毛竹林时，已
是午后时分。只见十多棵约9米长的毛竹齐
刷刷倒在半山腰，高昭梁忙用手摸了摸竹子
的横切面，仍是湿乎乎的，他判断，这些毛
竹应该被锯断没多久。

来不及多想，高昭梁立刻将违法采伐的
毛竹就地封存。经过向附近村民打探，他
很快就锁定了盗伐人。“对方一开始说自己
是清白的，后来看躲不掉了，就威胁我少
管闲事。”

“这哪是闲事！我是林长，你们盗伐，
我就要管！”高昭梁一身正气、毫不退让，
自知理亏的盗伐人最终承认了错误，并向森
林公安缴纳了罚款。

全面推行林长制后，江西各地相继公布
举报电话。“我们村干部和护林员的姓名、
电话都清清楚楚写在山路边的公示牌上。”

高昭梁告诉记者，但凡接到群众举报，
他们都要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每天早上不来林子里兜一圈，干
啥事儿都不踏实。”从小在梅岭长大的
高昭梁，心系这片山林。当林长 4 年
来，他早就养成了起床后先巡山的工作
习惯。从熊家长窝山到徐家自然村，五
公里的巡山路，他走了不下上百遍。几
年时间里，乱砍滥伐行为管住了，立新
村的森林覆盖率从70%提升至95%。

“高书记，你看看，野猪把我地里
的红薯都啃光了……”随着森林覆盖率
的提高，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野猪
繁衍速度快，经常破坏庄稼。

“别着急，我来为大家想办法。”通
过多方了解，2021年，高昭梁与湾里管
理局农林办对接，为村民们报名办理了
农作物保险。根据农田破坏程度，保险
公司会按价补偿。现如今，“有问题，
找林长”成了村民们的基本共识。

为了“连本带息”补上生态欠账，
提升村内环境，这些年，高昭梁没少组
织党员干部利用村中边角地开展绿化美
化。“油茶林既能增绿，还能为乡亲们
增收。”高昭梁说，从 2018 年起，立新
村在一个个荒废的山头陆续种下2000多
亩油茶林。“油茶产业欣欣向荣，一斤
茶油能卖六七十元，有的村民一年就能
挣一万多元。”

杨江勤——
“看到小树苗扒住了土，

扎住了根，我这心里真是舒
坦啊”

盛夏时节，大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北
麓，满目翠绿，枫树、松树、银杏树层
层叠叠，充满生机……安徽省安庆市宜
秀区杨亭村便坐落在这片山林之中。

7月 27日，天刚蒙蒙亮，雾气尚未
散去，杨江勤穿好胶鞋，拿起一根木
棒，开车便往山上赶。“现在生态好

了，野生动物多了不少，拿跟木棒既
能防身，还能当拐杖。”到了林子跟前，
他只得停下车，徒步钻进大山深处。

今年 54 岁的杨江勤，是杨亭村的
党委书记，也是一名村级林长。“树苗
抚育、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这些
都是林长要管的事。”自从当上林长，
他每天早上5点都会上山，沿树林走上
一个半小时，拿着木棒，这敲敲、那
看看，走得勤也瞧得细。

“过去的大山可没这么多树。”杨
江勤对记者说，村里的山，很多是自
留山，山上草木自然生长，每年下半
年，村民们都会上山砍树，久而久
之，青山就近乎成了荒山。“山上光秃
秃、乱糟糟的状态持续了好多年，几
乎无人问津。”

2017 年以来，安庆市积极推行林
长制，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压实每名
林长的责任。“从那时候起，我们这个行
政村有了年度绿化任务。”作为全市首
批村级林长，杨江勤一下子有了压力。

“既然当了林长，就得做出点成
绩，履职尽责。”每年一到春季，一大
早，杨江勤都会扛着树苗，拿起铁
锹，带点干粮就上山。“每天准时准点
植树，就跟去‘上班’没两样。”

由于坡陡地滑，树坑基本只能靠
人工刨。但杨亭村的山，土层稀薄、
石质裸露，刨了没几下，杨江勤就震
得双手生疼。“在石头疙瘩上种树，没
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根本不行。”不惧挑
战，他带领村民挑水上山、挖石填
土，硬生生地种下了几千棵桂花树苗。

“种树可是个技术活！”为了提高
树木成活率，作为林长，每次选择
植树区域及树种前，他都会向林业
部 门 咨 询 请 教 。 几 年 打 交 道 下 来 ，
杨江勤对常见树种的生长特点可谓是
了如指掌。

5年间，在杨江勤的带领下，杨亭
村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渠道旁、村
道边，都种上了桂花树、樱花树、桃
树等林木。“看到小树苗扒住了土，扎
住了根，我这心里真是舒坦啊。”言语
中，杨江勤脸上写满笑意。

既要增绿，也要护绿。“当好林

长，不能只靠‘单兵干’，还要发动群众，
建立长效机制。”为此，他开始大力推行网
格化管理体系，安排33名村民组组长为网格
组长，把护绿任务细化，责任到人。

“我跟你去”“算我一个”……眼下，越
来越多的村民自愿加入护林队伍，更让杨江
勤欣慰的是，绿水青山变成了幸福靠山。“国
家森林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特色旅游景
观名村”……一个个绿色荣誉纷至沓来。

肖冬样——
“记录中华秋沙鸭的数量，

并写下观察日记”

一个水壶、一把砍柴刀、一个望远镜……
7 月 16 日，正值三伏天的初伏，清晨 4 点
半，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区上清镇护林
员肖冬样带着“老行头”，准时从家里出
发，开始了新一天的巡林。

肖 冬 样 中 等 身
材、黝黑的皮肤，熟
悉他的人都习惯称他

“老肖”。他本是景区
的 一 名 老 护 林 员 ，
2018年，江西省探索
林长制新模式，经过
护林队伍、护林资金、
管护网格“三整合”，
肖冬样被纳入林长制
专职护林员队伍，听
从村级林长的管理。

林 长 制 带 来 林
“长治”。在以村级林
长、基层监管员、专
职 护 林 员 为 主 体 的

“一长两员”队伍的
通 力 协 作 下 ， 近 年
间，江西省涉林违法
问题、违法面积实现

“双下降”，生物多样
性保护成效显著。

“一年四季，除
了冬天，我们俩基本
天天都会碰面。”上

清镇沙湾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林长吴建波告
诉记者，他每周至少与肖冬样一起巡山 3
次。“冬天里，他一边忙着巡林，一边忙着
看‘鸭子’，我们电话沟通更多。”

记者了解到，龙虎山风景区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之
一。“作为护林员，我们主要记录中华秋沙
鸭的数量，并写下观察日记。”老肖说，几年
时间下来，他的记录本已经用到了第十本。

中华秋沙鸭的警惕性非常高，很难近距
离观察。为此，肖冬样在栖息地周围布设了
好几个隐藏地点，提前潜伏在河岸边，用望
远镜远远观察。“稍有点儿动静，中华秋沙
鸭就会飞走，所以我不能轻易接电话。”为
了不惊扰鸭群，肖冬样经常一蹲就是好几个
小时。

但起初，他对于中华秋沙鸭可谓是一无
所知。

“第一次见中华秋沙鸭，我根本看不出
它与其他鸭子的区别。”为了更好了解它们
的生活习性，老肖主动上网查阅资料，自费
订阅了多本鸟类研究杂志，一有机会就向前
来开展科研工作的专家请教。

“中华秋沙鸭是世界濒危物种，目前全
球仅存不到 1000 只，被称为‘鸟中大熊
猫’……越了解，我越觉得这种鸟应该保
护。”肖冬样对记者说。

经过多年“相处”，中华秋沙鸭的生活
习性，肖冬样早已是如数家珍。研究鸟类生
态学的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易国栋说，没有
老肖的指路，观察者很可能一个星期都找不
见一只“鸭子”。

对于护林任务，肖冬样也从不敢怠慢。
“我们村最大的特色名片就是生态，这

要感谢老肖的付出。”吴建波说，肖冬样每
天坚持巡林 8 小时，并经常进入山林深处，
观察草木情况。

为了做好责任区内的森林资源保护工
作，每次走进深山，遇到不认识的动植物，
肖冬样都会掏出手机及时拍下，回家后再细
心查阅。“要想守护好这片绿，需要我们一
点一点学，搞懂弄清每一处细节。”肖冬样
总结说。

而今，老肖在日常巡护时，每逢遇到过路
村民，都会用图片、视频的形式，介绍经常出
没于村庄附近的珍稀物种的保护情况。沙湾
村也时常召开党员大会、村民大会，进行宣传
教育，并将野生动植物保护写进村规民约。

据统计，如今，龙虎山风景区共存有18
种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列为国家重点保
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则有2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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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环境保护制度之严，前所未有。
“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

放松”。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展开，勇敢亮

剑。截至目前，两轮全国督察共受理转办群众举
报28万余件，绝大多数已办结或阶段办结，推动
解决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新修订的环保法“长出牙齿”，成为中国环
境立法史上重要里程碑。

河湖长制、林长制全面落实，把河道当街道
管理、把库区当景区保护，山有人管、林有人
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实现山水“长治”。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数十项改革

方案接连实施，构建起生态文明体系“四梁八柱”。
……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
从小村庄到中南海，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一直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
系，孜孜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
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
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

在黄土高原，造淤地坝、发展沼气，组织带
领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青年习近平在延安梁

家河村劳动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
曾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
于贫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

在福建工作，五下长汀，走山村、访农户，
摸实情、谋对策，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去年 3月
在福建考察，得知长汀昔日童山已成绿色家园，
总书记动情回忆往事：“我给大家讲，给生态投
了钱，看似不像开发建设一样养鸡生蛋，但这件
事必须抓。抓到最后却是养了金鸡、生了金蛋。”

在浙江主政，着力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

浙江”。“千万工程”惠及万千群众，获得联合国
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在安吉余村，首
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0 年 3 月，15
年后再访余村，总书记感慨系之：时间如梭，当
年的情景历历在目，这次来看完全不一样了，美
丽乡村建设在余村变成了现实。

无论躬耕基层，还是领航中国，始终扎根中
华大地，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一步步在实践中
形成、丰富和发展。

——摘自 《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
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2022年6月4日《人
民日报》刊发）

“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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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全国各地全面推
行林长制改革，全面建立林长制的
目标如期实现，实现了‘山有人
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7月
13日，在国家林草局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林草局林长制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森林资源管理司司
长徐济德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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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到2022
年 6月全面建立林长制。目前，除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其
余各省份均设省、市、县、乡、村
五级林长，各级林长近120万名。

林长制带来林“长治”。“林长
积极履职，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用群众的话说就是‘山有头、
林有主，有问题，找林长’。”对于
林长制在基层的推行效果，安徽省
林业局副局长齐新介绍。2017年以
来，安徽省、江西省率先探索林长
制改革，近日，本报记者对这两个
省份的几位林长与专职护林员进行
了采访。

▼徐瑾参加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夏 莹摄

▼高昭梁在巡山护林。郑 薇摄

▶杨江勤在林场察看植物生长情况。杨 军摄

▲肖冬样在巡山护林。黄 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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