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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借助世园会举

办契机，北京延庆近年来加大

造林绿化力度，着力推进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共新增林木16

万亩，为世园会周边及全区

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京

畿夏都宜居地，长城脚下森

林城”的美好愿景正逐步变

为现实。

园中有景，园外有园，自然

天成。绿意蔓延、鲜花环绕的延

庆，如同一座山水大花园，簇拥

着北京世园会的园林美景。站

在世园会园区制高点永宁阁上

远眺，周边到处是成片的森林。

延庆区副区长刘瑞成介

绍说，近3年来，延庆重点围绕

世园会园区周边打造绿化景

观，绿化建设工程面积约1万

亩，还打造了5条色彩斑斓的

园艺主题大道，建成了7.2万

平方米的公园；同时，对京藏高

速、京新高速、延崇高速等多条

主要道路周边进行景观提升，

形成了绿色生态走廊。

据悉，借助北京世园会的

机遇，延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全区生态空间格局，目前已

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的近自

然森林生态体系。全区森林

覆盖率达59.28%，林木绿化率

达71.67%。

此外，延庆还加大“以会兴

业”，着重打造现代园艺产业集

聚区，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其

建设的中关村现代园艺产业

创新中心，已吸引了10多家

科研机构、30 多家企业入

驻。全区还初步形成了果品、

花卉、林木种苗、蜂业、生态旅

游等7大产业框架，帮助百姓

实现绿岗就业和增收，目前已

惠及20万农民。

（魏梦佳 赵 旭）

□ 王正忠 姜 刚 杨丁淼

来自安徽省林业局的消息

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致

函安徽省政府，支持安徽省创

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安徽省自2017

年以来探索实施林长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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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 5.2 万余名林长，围绕护

绿、增绿、用绿、管绿、活绿建立

长效机制，破除困扰林业发展

的沉疴痼疾，织密扎牢保护网，

实现“不砍树，能致富”，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

除沉疴
从“独角戏”到“大合唱”

立夏后的合肥植物园，绿

树成荫，花卉争艳。新华社记

者在占地500亩的南扩项目区

看到，人行道的一边挖掘机正

在平整土地，另一边地上铺上

了草坪，栽植了池杉等1000多

株各类树木和植物。该项目预

计今年国庆节前完工。

“这里是董铺水库饮用水

水源二级保护区，南扩项目所

在地原是城中村，需要拆迁改

造、生态复绿。”合肥植物园园

长周耘峰说，该项目10多年前

就谋划推进，但由于涉及自然

资源、规划、财政和辖区、镇等

多个部门，进展缓慢。

两年前，林长制改革实施

后，市级林长“包保”这个项目，

牵头协调各职能部门，将项目

纳入环巢湖流域治理三期予以

推进，破解了多年未解决的拆

迁、征地、资金等问题。

据了解，安徽省委、省政府

经过深入调研和分析论证，于

2017年提出实行林长制，出台

《关于建立林长制的意见》。据

安徽省林业局局长牛向阳介绍，

该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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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各级林长5.2万余名，形

成了省级总林长负总责、市县总

林长抓指挥协调、区域性林长抓

督促调度、功能区林长抓特色、

乡村林长抓落地的工作格局。

安徽省还建立了会议调度、

工作督察、考核问责、社会监督

等工作机制，出台林长制改革配

套制度752个，形成上下衔接、

协同高效的制度保障体系。

突出项目制推进，是合肥

的特色做法。合肥市林业和

园林局林长制工作处负责人

王朝晖说，该市在国家及省级

森林公园、大型水源地周边等

生态重点区域，谋划确定重点

项目209个、3年投资超100亿

元，破解了多个难题。

改革破除沉疴痼疾。去

年，仅市县林长巡林调研就达

5600 多次，解决问题 6100 多

件。这两年，全省人工造林任

务超额完成45%以上，森林培

育面积连创历史最高纪录。

堵疏漏
从“口头重视”到“落地落实”

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发展，

违法侵占林地，破坏森林资源

的现象时有发生；森林资源保

护与地方政府行政领导职责约

束不强，仅靠林业部门往往力

不从心……安徽农业大学林学

与园林学院教授黄庆丰认为，

防堵森林资源管理和保护疏

漏，是各地推进林长制改革必

须要啃下的“硬骨头”。

各级林长责任区域、基层

护林组织体系“全覆盖”，确保

一山一坡、一林一园都有专员

专管、责任到人。除设立5.2万

余名林长外，安徽省还配备4.7

万余名护林员，并与公安民警

的警务责任区相衔接，织密扎

牢林业资源保护网。

宣城市宣州区峄山省级森

林公园是全省首家民营省级森

林公园。公园负责人赵平也是

公园的林长，肩负起管护林地

的责任。“过去像林地用电、道

路等容易疏漏的环节都得到了

应有的重视。”

公园道路问题困扰赵平多

年，不是不愿意修，而是修好后

的有效管护困难重重。林长制

实施后，政府通过申请项目注

入部分资金，双向四车道的柏

油马路顺利通车。对他来说，

路权的明晰意义非凡。“政府注

资修路，我作为林长，配合政府

部门参与管护的底气更足了。”

力量强，责任清，效果显。

去年，安徽省查处破坏森林资

源的行政案件3776件、涉林刑

事案件483起。各级林长挂牌

督办，促使多年积案得到依法

查处。全省森林火灾次数和受

害面积、直接经济损失同比下

降60%以上。

促盘活
从“卖树木”到“卖生态”

在安庆市宿松县二郎镇的

7万亩油茶基地，一望无际的油

茶长势喜人、郁郁葱葱，近半数

开始挂果。

“过去吃‘资源饭’留下数

万亩荒山，现已改造成亩产万

元的‘摇钱树’。”基地负责人

吴伍兵说，他们还规划休闲观

光旅游，让老百姓吃上“生态

饭”。“林长对项目的推动支持，

加速了从砍树为生到‘种树’

‘看树’致富的转变。”

为破解制约林业发展的

“拦路虎”，安徽省制定了完善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加快

推进林区道路建设和强化林业

投融资服务等22项含金量高的

政策措施。

作为全国第一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宣城市旌德县在推进林长制改

革中，通过以林地入股合作社、

发展林下经济、推进全域旅游、

参与森林公园建设、探索发展

碳汇经济等方法促进林农增收。

“我们县明确林长的一项重

要任务是推进所辖区域核心区

创建A级以上景区，实现林区即

景区。”旌德县林业局局长徐文胜

说，龙王山重点生态功能区悠然

谷景区与农户签订协议，约定景

区内364亩林地43年不采伐，按

每亩1万元一次性付清租金，实

现“不砍树，能致富”。

□ 高 敬

生态环境部近日正式对外

发布《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显示，2018年，全国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下降，

完成生态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任

务，达到“十三五”规划序时进

度要求。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

司司长柏仇勇日前在解读报告

时说，我国天空越来越蓝、江海

越来越清、生态越来越美。

空气质量稳步改善

《公报》显示，2018年，空气

质量稳步改善，全国338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同比下

降9.3%，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

比上升1.3个百分点。

由于珠三角地区空气质量

连续几年实现达标，退出了蓝天

保卫战重点区域的行列。但汾

渭平原近几年空气质量堪忧，甚

至有的城市空气污染不降反升，

成为新的重点区域之一。

柏仇勇说，去年开始大气

排名城市由原来的74个重点城

市扩展至169个；空气质量区域

评价范围扩大调整为京津冀及

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重点

更加突出。

从三大重点区域看，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优良

天数比例平均为 50.5%，比

2017年上升1.2个百分点，是三

大重点区域中空气质量超标天

数最多的地区。

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优良

天数比例平均为 74.1%，比

2017年上升2.5个百分点。汾

渭平原11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

平均为54.3%，同比上升2.2个

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蓝天保

卫战的不断推进，在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长三角地区，以臭氧为

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已经超过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而

汾渭平原仍然是以PM2.5为首要

污染物的天数较多。

“好水”越来越多

《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

国控断面一类至三类比例同比

上升3.1个百分点，劣四类比例

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说明“好

水”越来越多、“坏水”越来越少。

从重点流域看，西北诸河

和西南诸河水质为优，长江、珠

江流域和浙闽片河流水质良

好，黄河、松花江和淮河流域为

轻度污染，海河和辽河流域为

中度污染。

《2018年中国海洋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日前也同步发

布。柏仇勇说，这是机构改革

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整合

到生态环境部之后，首次由生

态环境部发布全面反映我国管

辖海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公报。

《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整体稳中向

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点位比

例同比提升了6.7个百分点，管

辖海域夏季符合一类海水水质

面积同比增加约2万平方千米，

劣四类海水海域面积同比减少

450平方千米。

《公报》显示，污染海域主

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

湾、江苏沿岸、长江口、杭州湾、

浙江沿岸、珠江口等近岸海域。

相关部门对57个区域开展

了海洋垃圾监测。海洋垃圾密

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旅游

休闲娱乐区、农渔业区、港口航

运区及邻近海域。

环境质量“优”“良”提升

《公报》显示，2018年，生态

环境质量“优”和“良”县域面积

占国土面积的比例由42%提高

到44.7%，“一般”比例下降0.7

个百分点，“较差”和“差”比例

下降1.9个百分点。

经初步核算，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7

年下降约4%，超过年度预期目

标0.1个百分点。

生态越来越美的背后，是

我国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不

懈努力。

2018年，中央财政安排生

态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攻坚战

相关资金2555亿元。我国初步

划定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宁夏

等15个省份生态保护红线；开

展“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

检查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一批破

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问题；实

施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工

程；整体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完成造林绿化1.06亿亩……

“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好转的成效并不稳

固，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

复。”柏仇勇说，要保持定力，扎

扎实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向好态

势，为人民群众提供越来越多

的优质生态产品。

□ 董 峻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传递出这样一个

信息：中国有世界遗产 53 项、

总数位居世界第二，是名副其

实的世界遗产大国。然而，在

“总数世界第二”和“世界遗产

大国”的盛名之下，我们对这

些遗产所进行的保护仍有不

足之处。

世界遗产是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具

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区域和

文化遗存。中国是一个有九百

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煌煌五

千多年历史的泱泱大国，世界遗

产位居世界前列是正常的，甚至

是必然的。对此，我们可以满怀

自豪，但不可沾沾自喜。说到

底，这笔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的责任是

把它保护好、管理好，尽可能完

好地交给子孙后代。

然而，在一些地方，申报世

界遗产的最大动力往往来自经

济指标的强烈驱动。有数据显

示，世界遗产是国内外游客首

选旅游目的地。各遗产地通过

开展适当的旅游展示活动，拉

动了住宿、餐饮、交通、土特产

加工、手工艺制作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仅2018年，各遗产地

就为地方带来直接旅游收入

143.75亿元。

眼下，这样的情景颇为多

见：旅游景点熙熙攘攘人满为

患，脱离原生境存在的“民间文

化”只是专为游客准备的表演

项目，自然保护区被以探险和

科考为名的“高端旅游”项目

侵蚀干扰……“世界遗产”往

往是旅游景区的一块金字招

牌。如果是重旅游开发、轻遗

产保护，这样的优异“成绩”又

何足挂齿？

一次次曾被遗产大会亮黄

牌警告的事实说明，“适度”二

字仍是考验主管部门和地方政

府执政能力的一把标尺。要真

正树立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而不是停留在文

件和石碑上的口号，就要有决

心、有勇气、有办法对过度消费

世界遗产说“不”。

事实上，一处文物古迹或

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后，更

应以只争朝夕和加倍珍惜的精

神状态去保护。不要让大自然

和祖先留下的珍品遭受破坏，

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历史的

记忆，让他们也能感受欣赏同

一片山水，这才是遗产保护的

真正意义所在。

本报讯 一年前，赛买

提·热扎克还是新疆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海努克乡阿热吾斯塘村的农

民，如今，他“转岗”成为一名生

态护林员，每天的工作是养草、

护林。

有了“编制”后，赛买提·热

扎克每年有1万多元的补贴。

“除了夏天忙碌外，冬天还能打

零工挣钱，真是一举两得。”对

于新身份，他十分满意。

自2017年起，察布查尔锡

伯自治县持续推动30万亩生

态扶贫林建设工程，由察布查

尔生态扶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种植杏树、苹果和西梅等

经果林。

为助推脱贫攻坚，2018

年，当地依托30万亩生态扶贫

林建设工程，选聘建档立卡贫

困户，每人负责50亩生态扶贫

林地田间管理。截至目前，已

有310名护林员获聘“上岗”。

“生态扶贫收入完善了贫

困户的脱贫保障网，30万亩扶

贫林确保了全县贫困户顺利就

业。”据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扶

贫办主任艾嘉琼介绍，“一人护

林，全家脱贫”在当地正成为

现实。

新疆地域广阔，森林、草

原、荒漠等自然资源都是非常

宝贵的生态系统。近年来，不

少贫困县市将生态建设与促进

贫困户就业相结合，探索“生

态+扶贫”模式，让生态环境与

贫困人口“双受益”。

目前，新疆共有 2.1 万名

生态护林员，共同守护着915

万亩森林、92万亩湿地、40万

亩沙化土地。 （尚 升）

“林长制”催动“林长治”
——安徽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观察

天空越来越蓝 江海越来越清 生态越来越美
——数读《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对世界遗产不能重申请轻保护

新疆边城农牧民“转岗”生态护林员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已有310名护林员获聘“上岗”

北京延庆打造“长城脚下森林城”
初步形成城乡一体近自然森林生态体系

观 察 家

陕西略阳陕西略阳
森林公园美若仙境森林公园美若仙境
陕西省略阳县五龙洞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处，这里奇峰兀

立、争奇斗险，巨树参天、古藤高悬，是户

外探险、旅游休闲的好去处。雨后的公

园更是云雾缭绕，美若仙境。图为雨后

拍摄的五龙洞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高山紫

杜鹃。

新华社发（孙开猛 摄）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