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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

昔日采石场变为
城市“后花园”

带上手机和记录本，穿上护林员制
服……1月 18 日，家住重庆市渝北区石
船镇铜锣山的护林员黄伟，一大早就来
到自己的林地责任区，查看冬季林木养
护情况，防止火种进山和乱砍滥伐。

深冬的山林间，草木早已枯黄凋
落。黄伟踩着落叶，边走边对记者说：
“别看现在光秃秃的，开春以后满山都
是绿色。每年夏天，游客们喜欢来这里
避暑。”

然而，作为曾经的建材供应基地，几
年前的铜锣山采石场遍布，周边植被和
水系遭到破坏，一阵风吹过，扬起大片浮
尘，给整座山头蒙上一层灰土。随着矿
山被挖空，采石场逐渐关停，只留下一个
个裸露的矿坑。

2014 年，渝北区开始矿山环境综合
治理的探索。2019 年 7 月，为加强山林
资源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重庆市将林长制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市 14
个区县，渝北区便是其中之一。

据区林业局副局长高兴中介绍，
2020 年，渝北区构建起区、镇（街）、村
（居）三级组织体系，区委书记和区长任
总林长，领导统筹全区林长制推行工
作。镇（街）级林长由镇街的党政主要负
责人担任，负责辖区内山林资源保护发
展工作。村级林长和副林长则分别由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担任，也是当地山林
资源保护发展工作的具体责任人。

石船镇镇长邓天才说：“通俗点比
喻，实施林长制，就是领导干部包山头。”
2020年，石船镇将全镇的林地划分为若
干网格，与 20余名护林员一一对应。作
为镇级林长，邓天才主要负责全镇监管
员、护林员队伍的日常管理，及时发现、
制止并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各类破坏
山林资源的违法行为。

自林长制实施以来，渝北区按照“山
为筋骨、水为血脉、林田湖草为肌体”的
布局思路，通过治山理水、保田护林、整
治村貌等措施，因地制宜部署实施环山
公路沿线国土绿化、景观步道、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项目。

其中，变化最大的当属铜锣山。山
腰开展废弃矿山及影响区恢复治理、矿
坑水体生态修复、水资源调查评价；山脚
实施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如
今，铜锣山示范区自然生态系统逐步恢
复，铜锣山矿山公园建设项目也在积极

推进，景观步道、景观平台、道路铺设、导
视系统等配套设施即将竣工，预计不久
将面向市民开放。
“采石场刚关闭那会儿，村民们都出

去打工了。听说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好，
矿山变成了公园，大家又都回来了。我
相信，未来家乡的山林会越来越美。”邓
天才说。
（赵晓菡、本报特约记者 左庆莹）

安徽省旌德县

林草资源保护用
上“智能大脑”

临近中午，安徽省旌德县孙村镇生
态护林员汪钰棠，已经绕着他所负责的
山林巡查了 3个多小时。随身携带的护
林员巡护终端，可以实时记录他的定位、
巡查路线和巡护公里数，还可以与其他
护林员对讲通话。

在森林防火的关键期，王福添每天
都要定时定点“打卡”，一旦发现火情、病
虫害、乱砍滥伐等情况，便通过终端拍摄
照片上传，及时汇报巡查中发现的问
题。上级林长通过电脑登录林长制智慧
信息管理平台，就可以在线处理、及时上
报。

2017 年，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建
立林长制。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
通过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体
系，全面保护森林资源。作为县级林长
制改革先行先试的县域，旌德县 97.7 万
亩林地，共设立 8名县级林长，40名镇级
林长、200名村（社区）级林长，实现网格
化管理，确保一山一坡、一园一林都有专
员专管。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森林资源
底数不明确、实时监管难落实等问题，也
对精细化管理提出挑战。

2018年 10月，旌德县林业局联合地
方某科技公司研发出首个林长制智慧信
息管理平台。通过物联网感知、生态资
源监测、“互联网+”云平台、业务可视化
等方式构建出“1+6”信息平台，推进林业
资源管理的“智慧升级”。

在电脑上打开智慧信息管理平台，
可以看到在林长综合信息平台总模块
下，共设置森林资源保护、森林经营管
理、林权管理服务、生态护林员、森林应
急减灾和公众信息服务 6项内容。点开
生态护林员模块，一张卫星航拍图上清
晰显示着当天每位护林员的实时位置、
联系方式和巡查路线及里程。

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平台搭建过
程中，如何将森林资源本底、年度变化消
长等大量数据收集建模，是最大的难

题。为此，林业局和地方公司历时 3个
月，收集整理海量数据，完成可视化展
示，最终实现林长制动态管理责任“一张
图”。“通过这小小一张图，就可以对每名
林长及其责任片区进行统一考核管理。”

信息平台搭建完成，并非一劳永
逸。森林资源每日都在发生变化，管理
措施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平台怎样才能
及时掌握数据变化动态？2019年初，县
林业局为每名生态护林员配发巡护终
端，并与科技公司合作，对各级林长和生
态护林员分批次进行强化培训，并及时
对信息平台进行迭代更新。

该公司产品设计经理音海稳全程
参与了信息平台的搭建与维护工作。
他告诉笔者：“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推进林长制建设进程中，还需
要进一步打破‘信息孤岛’‘数字壁垒’，
更好实现数据共享共管、信息互融互
通。”

（蔡永连）

山东省蒙阴县

“民间林长”带动
山绿民富

一场大雪过后，位于山东省蒙阴县
蒙阴街道的吴家山披上一身银装，成片
的侧柏傲雪挺立。镇级林长、蒙阴街道
党工委统战委员张世秀说，其实，直到去
年春天，吴家山才算真正绿起来。

在蒙阴县，类似吴家山这样的荒山
还有不少。“多年种树不见树，归根结底
是管护不到位。”县林业局副局长杨强坦
言，过去，吴家山植树造林之后仅靠附近
村民进行管护，效果难以保证。

变化源于林长制的实施。2019年 2
月，山东省筹划推行林长制，临沂市作为
全省试点，率先建立起覆盖全域的市、

县、乡、村四级林长制体系。如何解决林
木管护难题？蒙阴县改变过去单兵作战
的模式，探索出一条政府购买服务、引进
社会资本、培育“民间林长”的新路。

有着多年荒山开发经验的张荣军，
被聘为“民间林长”。他创办的市政工程
公司，专门负责吴家山的绿化工作和后
期管护。“我们与政府签订荒山绿化合
同，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达到 85%以上，苗
木成活 3年以上。通过验收达标后，再
统一交还政府。”在这期间，张荣军的工
作由村、镇、县、市四级林长指导监督。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让专业人
干专业事。虽然从短期看，树苗养护的
成本高了，但最终带来的绿色效益是长
远的。

种下的数万棵苗木让吴家山真正
绿了起来，曾经的荒山也变成县城的
“后花园”。按照“山顶松柏戴帽、山腰
果树缠绕、山脚水利交通配套”的模式，
蒙阴县将 10 万多亩跑肥、跑土、跑水的
“三跑田”，变成增绿、增产、增收的“三
增田”。

既让山头绿，又让群众富。除张荣
军外，还有许多村种植大户、致富带头人
被聘为“民间林长”。他们一头连着生态
保护，一头连着市场经营，催生出一批规
模大、带动力强的林业综合体项目。借
此，蒙阴县找准“生态”与“富民”的结合
点，大力发展林果种植产业，构建起以生
态为本、农业为基、农商文旅互促共融的
绿色产业链条。目前，全县种植林果 105
万亩，其中蜜桃 71 万亩，远销长三角地
区，占当地超过 60%的市场份额，成为名
副其实的长三角“果篮子”。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生态的改善催
生出“椿树沟”“樱之崮”等一批“乡村振
兴样板村”“网红村”，推动旅游等产业快
速发展。全县年接待游客 500多万人次，
实现了从经销产品向经销生态、文化转
变。

（张圣虎、傅家德）

一草一木有了专属守护者
—林长制试点先行地区一线见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意见》，提出确保到 2022年 6月全面建立林长制。这意味着我国所
有的森林和草原都将拥有专属守护者。

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2017年起，多地陆续启动
林长制改革试点工作，因地制宜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形成保护发展
林草资源的强大合力，释放出良好的治理效能。请看一组来自林长制
试点先行地区的见闻。

正值寒冬，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的不少林业职工依然坚守营林生产工作岗位，在山林里清除

病木朽木，进行中幼林抚育。图为森林抚育工人进行林间清理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2020年底，河南省启动自然资

源管理“网格化田长制、山长制”试

点，将本区域内耕地和山体纳入网

格化监管范围，探索创新工作方式，

解决耕地问题和违法开采造成的生

态破坏。

类似“田长制”“山长制”的提法

近年来并不罕见。2016年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

发文件，在全国推行河长制、湖长

制、林长制。此外，还有着眼加强农

村公路管控的“路长制”、着眼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湾

（滩）长制”等。

各类“长”的出现，给每一片山

水林田湖草设定了责任人，每一位

林（河、湖）长也都有了自己的“责任

田”，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

展有了具体而明确的目标任务。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每名

河长需在年初上缴保障金。根据

年终考核结果，水质好转且达到治

理要求的，全额返还保证金并按缴

纳保证金额度的 100％进行奖励；

水质不恶化且维持现状的，全额返

还保证金；水质恶化的，全额扣除

保证金。

除了越来越严格的监督考核机

制，还离不开正向奖励机制的鼓舞

与激励。日前，水利部调整激励措

施，修订实施办法，对河长制、湖长

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河湖管理保护

成效明显的地方，综合考虑区域平

衡及发展差异等情况，在分配年度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时给予适当

倾斜。在全国范围内，遴选10个市

（地、州、盟）和10个县（市、区），奖

励一定的资金。

从各地实践来看，这些“责任

制”因为抓住了“关键少数”，调动了

更多力量，解决了很多难题。作为

全国率先开启林长制改革的省份，

安徽省实行林长制的第一个整年，

财政投入林业的资金同比增加

46.5%，森林火灾次数、受害森林面

积、直接经济损失均同比下降60%

以上。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大工程，

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森林、草原、河

流、湖泊，都是美丽中国、幸福家园

的重要组成，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随着这些以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全面

推行、全域覆盖，不少地方创新推出

系列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推动

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根植人心。如

山东省选聘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林

业经纪人以及积极参与环保事业的

志愿者担任“民间林长”，设立奖励

机制。

此外，全面推行林长制还要求

建立林长制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媒

体向社会公告林长名单，在责任区

域显著位置设置林长公示牌。这样

既能促进林长任务的落实，增加林

长制实施的透明度，也可提高广大

群众的政治责任感和生态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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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林长制大事记

2016年

江西省抚州市率先试点“山长

制”，武宁县率先试点“林长制”。

2017年3月

安徽省率先在合肥、安庆、宣城3

市试点林长制改革。

2018年

安徽省率先在全国全面推开林长

制改革，建立以党政领导责任制为核

心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

随后，江西、山东等地陆续全面开

展林长制改革。

2019年4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致函安徽省政

府，同意安徽省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

示范区，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

经验。

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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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确保到 2022年 6月全面建立林

长制。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安徽、江西等

7个省（市）在全域推行林长制改革，广

西、广东、福建、浙江等16个省份出台

相关文件，在部分地县开展试点。其

余省（区、市）都在调研和起草相关文

件。

纵 横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