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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吕梁山书写的是一部绿色圆梦

奋斗史。数据显示，1949年山西省森林覆盖率只有

2.4%，到2015年已经增加至20.5%，全省森林公园

数量增加到134处，吕梁山生态脆弱区年输入黄河

的泥沙量比20世纪80年代初减少了1亿吨。

□ 姜 刚

“改革前林场主要抓创收，

依靠采伐树木，用来保障职工

工资和福利待遇。”安徽省滁州

市皇甫山国有林场场长刘绪香

说，改革后职工待遇由财政保

障，林场基本不采伐了，主要职

能转变为保护生态即护林了。

砍树变护林，是安徽省国有

林场改革前后变化的缩影。过

度依赖树木采伐、人才不断流

失、基础设施滞后……为彻底

改变国有林场生产发展举步维

艰的不利局面，2016年，安徽省

启动国有林场改革。

据安徽省国有林管理局负

责人介绍，省委、省政府分别将

国有林场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点任务和省政府的重点

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省

市县三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

书。省直有关部门积极配合，

使得改革蹄疾步稳地推进。

通过改革，安徽省国有林

场由141个整合优化为100个，

剥离社会职能，实现事企分

开，全省国有林场原管辖的8

所中小学、2所医院和24个行

政村（居委会、村民组）等移交

地方政府。核定国有林场事

业编制4597名，较改革前减少

45%左右。

据介绍，全省国有林场在

职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

保险参保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

率达到100%，实现了全覆盖。

安徽省还妥善安置国有林场富

余职工3700多人。

甩掉了林场的“沉重包

袱”，消除了职工的“后顾之

忧”……一项项举措的出台，给

林场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宿州市萧县国有林场场长

朱伟介绍说，以前林场大部分职

工都外出务工了，防火期基本上

靠动员社会人员，工作效率低。

改革后，员工们的工作积极性高

了，而且林场还购买了护林防火

车，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通过

本次改革，我们林场的森林蓄积

量新增2500立方米，新增造林

1500亩。”

生态保护全面加强，是国

有林场改革的重要成效。改革

后，国有林场的公益林和天然

林全面禁止商业性采伐，商品

林采伐大幅下降。森林资源总

量持续增长，森林蓄积量达

1852.7万立方米，较改革前增

长了9.6%。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使国

有林场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新华社记者从安徽省国有林管

理局了解到，国有林场发展和

建设纳入全省“十三五”林业发

展规划，印发《安徽省国有林场

中长期发展规划（2017-2030

年）》，国有林场林区道路纳入

“四好农村路”建设规划。林场

安全饮水纳入“十三五”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规划。42个国

有林场电网已纳入省级电网统

一管理。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成为国有林场的发展共识。

主抓林种结构调整，发展

高效林业，盘活壮大山核桃、雷

竹等经济林资源……黄山市歙

县桂林国有林场场长汪晓晗

说，该林场已打造1000亩杨梅

经济林示范基地、600亩山核桃

基地等，开展林区景区化建设，

打造森林康养旅游项目，森林

旅游乐园初现雏形，成为广大

市民观光、采摘、休闲的又一好

去处。

如今，发展绿色经济，已被

各个国有林场摆到突出位置。

刘绪香表示，改革后该林场努

力把树木管护好，着力培育良

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探索发展

生态旅游。“改革前林场员工年

平均收入在3.5万元左右，现在

年平均收入达6万多元。”

本报讯 近日，国家冰川

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祁连

山生态中心揭牌，为祁连山生

态监测与保护再添科技支撑。

据了解，国家冰川冻土沙

漠科学数据中心是20个国家

科学数据中心之一，整合了国

家30多个定位观测站的数据

资源，为祁连山生态修复、三

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等多个重

大工程提供了服务。

祁连山生态中心作为国

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

心的重要分支，以甘肃省祁连

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为依托

单位，未来将充分发挥其特色

和优势，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

下，系统研究祁连山生态系统

和水文过程的耦合机制、祁连

山生态系统涵养功能提升及

祁连山生态恢复和流域管理，

并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保

护与发展紧密结合，为祁连山

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提供生

态环境监测、评估和可持续发

展服务，为西部生态安全建

设、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顺利

实施提供科技支持。

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

林研究院是以研究祁连山水

源涵养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

能、森林与水互动作用为主，

承担国家科技部重点野外试

验台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

林生态定位研究长期监测及

网络建设任务的科研单位。

自1978年开始，该院科研人员

对祁连山生态环境变化的监

测和研究从未中断。

（王 博）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近

日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获悉，四川90%的行政村建

立了垃圾处理机制，农村人居

环境大大改善。

截至目前，四川已开工乡

村垃圾处理项目951个，完工

640个，累计完成投资12.6亿

元，形成了“户分类、村收集、镇

运输、县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副厅长邱建介绍，2014年，

四川启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5

年专项行动，建立村庄保洁制

度，推行垃圾源头减量，全面

治理生活垃圾，推进农业生产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规范处置

农村工业固体废物，清理陈年

垃圾。

目前，四川设市城市、县

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

别为99.3%、90.7%，现有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场）127

座，无害化处理能力 3.68 万

吨/日，分别较 1990 年增长

63.5倍和230倍；现有生活垃

圾转运站704个，转运能力5

万吨/日。 （卢宥伊）

□ 武 敌 吕梦琦

面朝黄土背朝天曾是吕梁山区农民

世世代代的生活写照。如今，贫瘠的山

坡地陆续退耕还林，八百里吕梁山从南

到北一片林海，一代代人的绿色梦想变

成了现实。

改善环境 绿化荒山

在山西省永和县乾坤湾，黄河水奔流

到此冲刷成巨大的“S”形，两岸绿树如茵，

游客尽情地观赏美景。但20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荒山秃岭。

“那时候，山上连棵树也没有，人都吃

不饱，谁有心情看风景。”永和县林业和草

原局退休干部白新民回忆说。

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永和县从2002

年开始大力绿化荒山。这一年，永和县财

政收入只有500万元，还不如东部沿海富

裕村一年的集体收入高。如今，永和县生

态防护林从2002年不足10万亩增加到

了40多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40%以上，

2018年财政收入完成2.36亿元。

山上栽树，山下种粮，靠山吃山，这是

吕梁山区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可一代

又一代人却把遗憾永远地埋在了光秃干

旱的山梁上。

山西省临县李家焉村对面山梁上，有

3块坟地。坟头大小不一，大的是成人

的，小的是小孩的，村民高爱平的爷爷和

父亲都埋在第三块坟地里。

这位56岁的农民说，他和自己的爷

爷、父亲都种了一辈子地，命运却不同。

“他们都死得早，我爷爷看不起病上山挖

草药，掉下山崖摔死了；我父亲是病死的，

也没活过50岁；我不一样。”他说。

去年，当地政府组织新一批易地扶贫

搬迁，高爱平带着自己的老伴和老母亲搬

迁到20多公里外的五合居移民社区，新

家独门独院，水电暖齐全，只花了9000元

钱。他原来种的30多亩地也全部退耕还

林，一年能领9000多元补助款。

今年清明节，高爱平照例去给爷爷

和父亲上了坟。他拔掉坟头的荒草，摆

好酒菜，跪在相邻的两座坟头前叙说了

这些变化：“咱家搬了，旧村拆了，种上了

树，小伟（高爱平的儿子）在县城开了家

饭馆，买了小汽车，咱老高家的穷根算是

彻底拔了。”

退耕还林 生态脱贫

退耕还林，生态脱贫，这是精准扶贫

的创举，不仅造绿了吕梁山，更改变了千

百年来穷苦人的命运。

山西省兴县孟家坪村贫困户孙平儿

今年翻新了自己的最后一口土窑洞，花了

10,000多元钱。7年前，他为了儿子娶

媳妇翻新第一口土窑时花的14,000元钱

是借的，好几年才还完。这一次他自掏腰

包，一点也不吃力。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靠种树脱了贫。

3年前，孙平儿参加了一家脱贫攻坚

造林合作社，和老伴一起上山种树。他给

新华社记者算了一笔账，种一棵小树挣一

元多，种一棵大树挣五六元，一年种下千棵

树，就能脱贫一个家。

“现在靠种树，我们一年能挣5万多

元钱。”他说，政府想办法，我们只要勤快，

就能过上好日子。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的数据显示，

2018年山西省58个贫困县2563个合作

社完成造林285.5万亩，5.2万贫困社员人

均劳务收入7000元以上，全省林业精准

扶贫带动52.3万贫困人口增收。

告别“黑色”圆梦绿色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一片林海绿山

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吕梁山书写的是

一部绿色圆梦的奋斗史。如今，吕梁山沿

线几乎每个县都建起了森林公园，成为黄

土高原上一道崭新的风景线。

一个小雨过后的清晨，吕梁市离石区

66岁的退休女教师王爱娥和她的丈夫把

车停在半山腰的停车场，然后悠闲地漫步

在平坦的小道上。这里是一个即将完工

的大型森林公园，当地政府投入了几亿元

给市民们打造休闲场所，到处都是新栽下

的小树苗。

这里也是煤的“海洋”。以前，周边公

路上每天连绵不断的拉煤车曾是一道黑

色风景线，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粉尘和呛人

的气味。政府下决心改善生态和淘汰过

剩产能后，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王爱娥

说：“终于可以在山顶上深呼吸了，再过十

几年，我们将拥有一座绿色银行。”

数据显示，1949年山西省森林覆盖

率只有 2.4%，到 2015 年已经增加至

20.5%，全省森林公园数量增加到134

处，吕梁山生态脆弱区年输入黄河的泥沙

量比20世纪80年代初减少了1亿吨。

本报讯 来自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的消息称，截至目

前，北京市1公顷以上湿地的

总面积达5.14万公顷。计划

至“十三五”末，北京将完成恢

复湿地8000公顷，新增湿地

3000公顷。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

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处负责人

介绍，目前北京的湿地以永定

河、潮白河、北运河等5大水系

以及 20 多座大中型水库为

主。同时，全市还建立了11个

国家和市级湿地公园，总面积

2500余公顷，此外还建成10

个湿地保护小区，总面积1300

余公顷，总体形成了以自然保

护区为基础、湿地公园为主

体、自然保护区小区为补充的

湿地保护体系。

据了解，在新一轮百万亩

造林绿化建设中，北京也结合

河流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中小

河道生态治理以及海绵城市

建设，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

度。例如，在中心城区，结合

疏解整治工作推进小微湿地

建设；在平原地区的城市副中

心、首都新机场、北京冬奥会、

北京世园会、永定河流域等重

点区域，建设大尺度的森林湿

地；在生态涵养区和京津冀交

界地区，则加强湿地生态保

育，优化湿地生态功能。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

下一步将以小微湿地为切入

点，重点推进温榆河森林湿地

公园的恢复与建设，预计恢复

湿地 1600 公顷、新增湿地

600公顷。同时，将继续加强

湿地监管，不断完善资源监管

模式和工作机制，加大对侵

占、损毁湿地等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 （魏梦佳）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一片林海绿山梁

砍 树 变 护 林 脱 困 迎 生 机
通过改革，安徽省国有林场由141个整合优化为100个，甩掉了“沉重包袱”

激发乡村活力激发乡村活力 绽放绽放水水乡魅力乡魅力
近年来，江苏南京江宁区以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为示范引领，

在试点村庄陆续进行规划建设，开展乡村治理，加强产业发展，提

升乡风文明，打造“高颜值”田园风光。由区属国企江宁旅游产业

集团建设、运营的金陵水乡钱家渡便是其中一张靓丽的“名片”。

在建设过程中，金陵水乡钱家渡依托村庄本底，不搞大拆大

建，加强环境整治以及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并聘请高校专业团队

制定方案，不断壮大农业产业，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原

本破旧闭塞的村庄焕发出新的活力。图为金陵水乡钱家渡景色。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祁连山生态科学监测保护再添一“翼”

四川九成行政村建立垃圾处理机制

北 京 加 大 湿 地 保 护 修 复 力 度
湿地总面积达5.14万公顷

山西省永和县从2002年开始大力绿化荒山，生态防护林从2002年不足10万亩

增加到40多万亩，2018年财政收入完成2.36亿元

祁连山生态中心揭牌

农村人居环境大大改善

浙江长兴：打造绿色零排放
“全电物流”示范项目
浙江省长兴县小浦镇的“全电物流”项目由纯

电动熟料输送带及船舶停靠码头两部分组成，于

2018年9月正式运行。该项目通过全长22公里的

耐高温纯电动输送带运输，石矿熟料运抵物流码头

后再由码头走水路运往外地，大幅减少了传统车辆

货运造成的排放污染。同时物流码头建有岸电桩

14座，可为船员提供船舶靠港期间的生活用电，全

程无污染、无噪音，杜绝了以往货船停靠期间依靠

船用柴油发电机而造成的废气和噪音污染。

据统计，该项目运行一年以来，当地公路每天

运输车辆可减少近3000车次，二氧化碳排放每年减

少 14，000 吨，扬尘也大幅减少，生态效益显著。

图为由纯电动熟料输送带及船舶停靠码头组成的

“全电物流”示范项目。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