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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生态亮底色 逐绿前行建新功
——我市持续推进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全媒体记者 孙莹

2024年，我市林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不仅体现在数字的增长上，更体现在生态环
境的明显改善和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身
处四平大地，无论是漫步于城市公园，还是驱
车行驶在乡间小道，都能深刻感受到林业发
展带来的生态红利。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林
木，如同绿色的屏障，守护着我们的家园，也
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直以来，我市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持续实施国土绿化行动，积极发展林业
产业，推深做实林长制等工作，引领全市林业
系统坚持“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并
举，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坚守生态环境底
线，奋力谱写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024年是“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展开的关键
之年,也是完成第三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建设
任务的关键之年，我市抢抓植树造林的黄金时节，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管理、高质量实施，全力推
进植树造林工作，为建设美丽四平增绿添彩。

全力保障造林质量。强化组织领导，领导干
部带领相关技术人员，对各县（市）区的造林绿化
进行现场督导检查，加快推进作业进度。在造林
绿化全过程中，严把设计关、苗木关、栽植关“三
大关口”，科学合理开展作业设计与施工。坚持
使用良种壮苗，就地就近育苗购苗，严格执行“两
证一签”制度，技术人员跟班作业，严格按照造林
施工标准指导工作人员栽植，重点把握好覆土、
踩实、提苗、浇水等关键环节，合理确定栽植密
度，做到科学栽植。市林业局定期调度各地各单
位的造林绿化进展情况，及时掌握造林进度，加
强督促指导，确保了造林绿化任务如期完成。抢
抓造林绿化黄金期，科学采取树种调整、抚育修
复、低产低效林改造等方式，增加绿量、提升林
质，不断增厚“绿色家底”。

生态修复持续推进。紧扣建设美丽四平总
目标，扎实推进第三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行
动和“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学开展防护林建设、
森林质量提升、城乡绿化美化等生态工程，对接
国土空间规划，开展现地调查，全面摸清底数，结

合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造林绿化空间适宜性
评价、退化林本底评估调查结果，科学规划造林
绿化用地，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2024 年，开展现场义务植树 31 场次，种植苗木
1.9万株，参与植树2500人次，各级领导干部率先
垂范，亲自参与植树造林活动，带动广大市民积
极参与，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生
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推进重点区域绿化。坚持量质并举，精准提
升森林质量。与黑土地保护相结合，重点开展防
护林网建设完善、森林质量提升等工作，根据立
地条件进行规划设计，科学优化树种林种，营造
乡土混交林，进一步优化生态区域林分结构。重
点对老化退化林、布局不合理的进行改造提升，
进一步优化林分、改善林相。同时，打造精品廊
道特色亮点，通过高标准规划与设计，选用适宜
本地生长的优质树种，打造特色美丽乡村精品线
路绿化长度142公里。

实施乡村绿化美化。推进村屯绿化，不断改
善乡村环境。以乡村街道、庭院、休憩场所和废弃
地绿化为重点，主攻“四旁”植树，多层次、多树种、
乔灌草相结合，与当地资源禀赋相结合，因地制宜
开展村屯绿化，全面推进村庄绿化提档升级。全
市共绿化美化村屯112个，为乡村居民创造更加
宜居的生活环境。

强化制度引领。全力推进林长制深入实施，
压实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主体责
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林长责任落实体系，形成

“组织在市、责任在县、运行在乡、管理在村”的工
作格局，1335名林长分级负责，遵循巡林六步法
积极开展巡林调研，开展巡林调研7000余次，累
计发现并解决林草湿保护发展利用问题13个。
发挥“林长+”协作机制作用，与检察院、法院等
司法部门沟通协作，推动涉林问题信息共享共
治。并全面落实基层“网格化”管护，网格长按照
履职规范开展日常巡林工作，并在重点防火期加
大巡山护林频次。在全省林长制考核中，获得优
秀等次，获奖励激励200万元。

多管齐下长效管护。构建森林草原资源保
护发展长效机制，应用“数字四平”态势感知平
台，实现全市森林防火、涉林案件查处等重点工
作即时掌握、即时调度、即时处置。全面落实基
层“网格化”管护，全市共划分网格1050个，通过

“林长+”协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林业
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保
护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
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良好氛
围。2024年共救助野生动物54次，放生野生动
物47只。

强化资源保护。加强森林资源、林木采伐和
林地管理，规范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常态化开展

“绿盾”“清风”、打击盗砍滥伐、毁林开垦、非法放
牧等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核查2024年度国家林
草执法下发疑似图斑618个，违法违规图斑、自

然保护地问题查处整改有序推进。严厉打击各
类破坏林业资源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全市
共办理林业行政案件89起，生态损害赔偿案件4
起。多举措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和监管，切实维护
古树名木资源和生态安全，实行“一树一档、一树
一牌”，对古树名木种类、分布和生长状况，拍摄
照片和影像资料，统一编号，建立信息档案，实施

“二维码”挂牌，全面准确掌握全市古树名木资
源。目前，全市共有古树名木 33 株，树种有白
榆、垂柳、青杨、红松，并实行一树一策，科学救
治，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根据实际
需要在古树名木周围设置保护栏，对于生长衰
弱、病虫害严重的古树，积极采取修剪病弱枝、清
理枯枝烂叶、喷施生物农药等措施，增强树木抗
逆能力，促进古树健康生长。

强化湿地监管。全市目前拥有省级重要湿
地2处、国家湿地公园1处、省级湿地类型自然保
护区1处。市林业局组织相关自然保护地管理
机构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开展省级重要湿地监管
专项检查，常态化打击侵占破坏湿地违法行为，
湿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双辽市架树台湖国
家湿地公园内分布国家重点保护鸟类20种，双
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迁徙候鸟同步调查
监测在迁徙高峰期各达 10000 余只。对省级以
上重要湿地及湿地类型自然公园联合开展检查
巡护，对违法放牧行为及时制止并依法依规查
处。积极开展“湿地与人类福祉”湿地保护宣传
活动，推进湿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建设界
碑3个、界桩102个、标识牌21个。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我市立足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立足资源、招
大引强、盘活资产、合作共赢”总体思
路，积极谋划林草产业项目，推动项目
建设，成功申报吉林省林特产业示范
市创建项目，争取到林业保护与发展
补助（产业）资金420万元。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建设中草药种植示范基地、
中草药优良种苗繁育基地、中草药初
加工基地，现已完成种植面积 333.33
公顷，种植射干、苍术、赤芍、淫羊藿、
板蓝根、紫苏、月见草等中草药品种，
有效带动周边近千户农民增收。

项目建设深入实施。推进现代林
场建设，根据《吉林省创建现代国有林
场试点方案》要求，市林业局于2020年7
月开始将市国有林总场实验林场作为
试点开展现代林场建设工作，项目建设
周期5年。2024年新建机械围栏17000

延长米，维修防火道路6公里，完成场部
改造和塔子山战斗遗址红色点位旅游
体验提升工作，新植月季、串红万寿菊
等7.6万株，红枫100棵，登山路两侧种
植野花4200平方米，修缮木栈道、凉亭、
宣传栏。推进欠发达林场项目，2024年
市国有林总场依托中草药种植项目，采
购生产用装载机一台、抗旱水车两台、
生产用拖拉机两台，建设一座385.37平
方米仓库。推进“三北”工程林草湿荒
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建设地点为梨树
县和双辽市，2024—2026年建设任务共
计6266.67公顷，2024年完成中幼林抚
育766.67公顷。

强化基础服务保障。深化“放管
服”改革，简化审批流程，行政审批办
理总时限由 625 天压减至 92 天，压缩
比例85.28％，全年办理行政审批事项
47件，实现了政务服务的高效便捷。

积极推进林草产业转型和招商引
资项目谋划。持续推进林下林间中草
药种植基地建设，计划今年新建种植
面积200公顷，累计达533.33公顷。大
力发展森林休闲旅游康养产业建设，
引进江苏捷达交通集团与四平捷达老
年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

“悠然居”老年温泉康养社区项目，致
力于打造集养老、医疗、文化、生活、娱
乐为一体的康养基地。积极打造林产
品电商基地，推动易时代鹿业养殖基
地项目，通过电商供应链带动种植业
和养殖业的产品销售新模式。

不断强化林草生态保护修复。深
入实施科学绿化，突出抓好城乡绿化
美化和防护林建设，重点推进“三北”
攻坚战，完成中幼林抚育、草原修复任
务共计 2580 公顷。开展绿美乡村建
设，完成新增绿美村屯 36 个，改善提
升89个。加大古树名木保护力度，明
确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好挂牌保护、抢
救复壮和补充调查等工作。

加强林草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
保护管理。严格实行林地用途管制、
森林采伐限额、草原禁牧等制度，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坚守生态保
护红线。扎实开展打击毁林、绿卫、绿
盾等专项行动，持续开展林草湿生态
综合监测，坚决遏制违法破坏林草湿
资源行为。推动吉林四平半拉山国家
森林自然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并督促

各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根据整合优化
预案相应调整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
组织开展“清风行动”“清山清套清网”
等专项行动，护佑候鸟迁徙，加大野生
动植物保护宣传，加强野生动物救助。

全面深化林草领域改革创新。推
深做实林长制，清单化推动林长履职，
督导各级林长开展巡林，促进巡林常态
长效，强化“林长+”协作机制，科学指
导各县（市）区林长制运行与考核指标
落实，用好奖励资金。巩固深化林场改
革成果，继续推进四平市国有林总场现
代林场试点建设，提升塔子山战斗遗址
红色旅游体验，全面加强“美丽林场”建
设。依托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补助
资金项目，建设苗圃30公顷。三是推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确权登记，协
助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统一登记发证，
做好林地延包、林权流转管理等工作。

全力维护林草生态资源安全。坚
决打赢森林草原防灭火攻坚战，积极
谋划争取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能力提升、
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强化森林草原
生态防火能力，确保全年实现双无目
标。坚决抓好林草有害生物防控歼灭
战，开展美国白蛾疫情监测，开展松材
线虫病春、秋季普查，及时掌握疫情及
时扑灭。坚决打好林业安全生产持久
战。做好林区消防安全、自建房及其他
林区安全生产工作的排查整治，做好应
急突发事件处置和隐患排查。

构建依法治林新格局
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强化安全防范。实行全员一网共防，突出重点部
位、把握重点时段、管住重点人群、抓住重点环节，开展
森林草原防火与安全生产一体化培训和应急演练，有效
提升整体应急处置能力，实现连续74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目标。形势分析到位，召开秋防形势分析会议，对秋防
期间防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职工
政治站位。设备检修到位，督促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
门、各基层林场对物资装备库进行盘点核对，及时补充
完善防火设施设备，组织专业人员对扑火机具设备进行
检查、维修和保养，各类防火设备给养、油料全部储存到
位，截至目前，共计维修保养消防水车、机具运输车、运
兵车等各类防火车辆66余辆，实现机具设备完好率达到
100%。应急处置到位，各林场、专业和半专业扑火队及
瞭望塔人员全部返岗到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
领导干部带班制度，做好视频监控、指挥通信系统调试
工作，发挥全市数字态势感知系统作用，一旦发现火
情、火点，真正实现“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形成
立体火情监测网，确保有火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火源管控到位，充分发挥全市 374 名“三员”作用，严防
死守，筑牢防线，针对秋季入山采摘、采集人员增多的
实际，在重点时段、重要区域设置临时卡点，增派巡护
人员，逐项开展督导检查，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坚持严
管野外火源，确保封住山、看住人、管住火。宣传教育
到位，针对林边路口、交通要道、集市等重点区域加强
宣传，截至目前，全市共布设防火旗阵 158 处，悬挂条
幅 2000 余面，维修防火“虎威威”6 处，防火宣传牌、碑
300 余座，同时，充分利用抖音、微信等网络平台发布
森林防火倡议书、宣传常识、视频科普，大力宣传秋防
工作动态信息，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为秋防工作营
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强化“护松”行动。扎实开展松材线虫病“十四五”
攻坚与“护松 2024”行动，全面排查清理枯黄枯死松树
786株，全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3800公顷，全面完成
林业有害生物“四率”指标任务。狠抓林业有害生物防
控工作，加大排查力度，扩大排查范围，在全市范围内进
行拉网式排查，确保监测覆盖率达到100%。全方位做好
松材线虫病的普查和再排查，对辖区内红松、樟子松、油
松、落叶松以及云杉、冷杉进行了全面调查，及时清理枯
黄枯死松树，并记录及取样检测，做到不留任何死角盲
区，发现一株处理一株。严格做好木材苗木检疫工作，
积极开展苗木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复检工作，从源头上
遏制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和蔓延。联合多部门开展“护
松 2024”涉松材线虫病疫木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对各县市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时间、防治措施、药剂
使用等工作进行指导，提高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控
能力和水平，努力减少灾害损失。大力开展林业有害生
物宣传，扎实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宣传教育，普及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相关知识，在重要节日、时段对公园、社
区、集市等重点区域开展林业有害生物宣传教育，布设
宣传条幅、宣传单等宣传品8400余份，切实增强群众林
业有害生物防控意识，为防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保护
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

下活“产业强林”大棋局
“美丽经济”转型升级

迈好绿色发展新步伐
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