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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茂密的森林、秀美的山川、葱绿的
植被，这些是山西省晋城市打出的亮
丽名片。晋城属于太行山南端典型的
半干旱石质山区，当地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得益于天然的禀赋和良好的
生态，得益于持之以恒的造林绿化。

现在晋城市森林覆盖率达39.2%，居
山西省首位；城市建成区绿化率45.3%，
绿地率43.2%，人均公共绿地15.5平方
米，居山西省前列。近年来，以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为载体，以六大林业工程为重
点，晋城走出了一条具有太行风情、晋城
特色的创建之路。

通过城市绿化工程的实施，市民开
门见绿、推窗赏景，出门500米就可步入

公园。城市街道绿化率达98%。
村庄绿化的整体推进成为新农村

建设的一大亮点。晋城探索出生态绿
化型、生态园林型、园林游憩型三种模
式，市里每年拿出 1000 万元，各县

（市、区）也按 1：1 比例进行配套，每年
集中推进 300 个村绿化建设。目前，全
市已有 987 个村达到了生态园林化建
设标准。

与此同时，“两山”“两网”绿化持
续推进。晋城市将太行山绿化和城市
周围可视荒山绿化作为创建的主阵
地，再造太行秀美山川。干旱阳坡、尾
矿区等重点山头、重点地段成为生态
环境治理、植被恢复的突破口，因地制

宜，适地适树。通过治理，棋子山、七佛
山、龙王山、珏山等一大批荒山绿化
工程呈现出“十里山、十里路、十里
花、十里树”的美丽景色。此外，在路
网绿化上实施“有路必有树、两侧树
成荫、视线无荒山”的通道绿化工程。
共投资 5 亿多元，完成公路绿化 5353
公里。水网绿化上，建成丹河湿地公
园、沁河绿色生态廊道等防护林体系
450 公里 32 万亩。治理河道 160 余公
里，增加水面 2000 余亩，绿地 300 多
万平方米。

为了推进厂矿区绿化，晋城市坚
持企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
实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了一大

批“五小”企业。对关停的企业，采取
拆违还绿、以绿治污；对保留下来的企
业，开展“绿色矿山”、“绿色企业”创建
活动，全市 90%的厂矿企业实现了高
标准绿化，凤凰山矿、寺河煤矿、皇城
相府集团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晋城大地绿起来，农民腰包也鼓
起来。10 万亩核桃、10 万亩连翘“双
十”增收工程启动。全市经济林规模
达 51 万亩，年产量达 3900 万公斤。
通过实施苗木花卉培育工程，育苗总
面积达 3.3 万亩，年出圃苗木达 1.52
亿株，带动就业 3 万余人，实现产值 2
亿多元。晋城市还建成中晋药业、彤
康 食 业 等 13 家 林 产 品 加 工 龙 头 企
业，涉及合成药、饮料、蜂产品、茶及
精油等 10 大类 30 多个产品，每年可
带动 5 万多农户增收。开发森林旅
游的煤炭企业达 11 家，生态旅游区

“农家乐”达 1 万余家，森林旅游收入
突破 150亿元。 （李 力）

再造太行秀美山川再造太行秀美山川

国家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抚顺还
有另外的身份：它是辽宁省林业大市、
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和用材林基地，以
及辽宁中部城市群重要的生态屏障。

目前，全市森林面积74.3万公顷，森
林蓄积量651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超
过 67%。同时，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5.0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2平方
米。一个林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景中
的老工业基地绿色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引导
着抚顺大力实施绿化造林、封山育林、
退耕还林和矿山植被恢复等生态工

程。2010 年以来，城区完成植树 490
万株，新增绿地面积 880 公顷；农村完
成植树造林 6.67 万公顷，绿化村屯
120个。

立足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抚顺苹果和大果榛子为主的
经济林加快建设；中草药、山野菜为主
的林下种植业和以林蛙、马鹿为主的
林下养殖业正迅速发展；森林旅游业
同时兴起，林农收入大幅增加。2012
年，全市林业产业实现产值 160亿元。

在抚顺创建森林城市的过程中，
改革始终是发展的动力。抚顺以“明

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
确保收益权”为林权改革重点，大力推
行大户承包造林、公司造林、股份制造
林，拓宽了造林投资渠道，激活了林业
发展动力，走出了“城市增绿、社会受
益、个人得利”的多赢发展路子。

全市 60 多万公顷集体林以家庭
承包形式确权给 22 万农户，农民从事
林业生产和依托森林资源开发的相关
产业收入占全市农民人均收入的 50%
以上，林兴民富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群众既是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受
益者，更是创建的主力军。为了充分调

动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广播、电
视、报刊、网络等媒体齐上阵，征文、知
识竞赛、文艺演出等宣传活动热烈开
展，激发了全市上下“热爱家园、绿化家
园”的积极性。“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
市拥抱森林”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全社会建设生态的忧患意识、改善生态
的责任意识、保护生态的法律意识也不
断增强。共建绿色家园、争创森林城市
成为从干部到市民的自觉行动。

抚顺森林城市建设的步伐不会停
歇，因为抚顺将努力把城市森林打造成
其最具吸引力的一张名片。（杜 芳）

老工业基地的绿色梦想

浙江省湖州市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
历史的江南古城，也是黄浦江的发源地，
浙江省乃至长三角的重要生态屏障。

湖州山水清丽，环境优美，森林资源
丰富。全市林业用地面积460万亩，森林
覆盖率 50.9%，林木蓄积量 582 万立方
米。近几年来已基本形成生态功能完备、
林业产业发达、生态文化繁荣的现代林业
发展新格局。

2010 年，根据湖州森林植被分布、
城市空间布局等实际情况，确立了“一
核、二环、四片、五带、七轴、九楔、多链”
的森林城市布局，开启了湖州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的绿色梦想。

一个个具体的工程项目切实改善
了人居环境，生态建设成果累累。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 8 大工程逐步推进，100
个重点项目付诸实施。近 3 年湖州市累
计投入绿化建设的资金达61.3亿元。

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中，“三
个融合”彰显湖州特色。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与建设美丽乡
村相融合。近年来，湖州组织开展了森
林城镇、森林村庄、森林通道、森林人家
等森林系列创建活动，自下而上、由点
到面，整体推进森林城市创建。湖州市
委市政府专门就森林系列创建制定了
扶持政策。下辖县（区）实现浙江省森
林城市创建“满堂红”，森林城镇、森林
村庄、森林单位等如雨后春笋，呈现在

希望的田野上，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
作不断向基层延伸、向深度拓展。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与发展林业经
济相融合。近年来，湖州已经形成花卉
苗木、森林旅游、野生动物驯养三大新
兴产业和竹木制品、木地板、胶合板三
大产业集群。特别是以全国 1.8%的立
竹量，创造了全国 18%的竹产值，以一
根翠竹撑起了一方经济发展的广阔天
地。同时，依托生态建设形成的资源优
势，健身、休闲、采摘、观光等形式的森
林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竹文化节、红梅
节、杨梅节、冬笋节等森林文化活动应
季开展。2012 年，全市林业行业总产值
达 415 亿元，连续 9 年保持全省前列。
通过森林城市建设不仅实现了生态改
善，也带动了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与繁荣生态文
化相融合。湖州一方面加强开展森林
城市建设宣传，广泛普及生态知识；另
一方面积极弘扬竹、梅等传统生态文
化，加快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林业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等生态文化设施建设。
湖州每年有 110 多万人次参加全民义
务植树，切实提高了广大市民的生态
意识。近年来，森林文化馆、竹博园等
相继建成开放，每个县（区）都拥有了独
具特色的森林文化场馆。湖州森林生
态文化阵地不断拓展，生态文化体系
基本形成。 （杜 芳）

江南古城添新绿江南古城添新绿

池州地处安徽省西南部，滨江近
海，承东启西，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核心城市、皖南国际文
化旅游示范区核心区。据评估，全市
森林和湿地服务功能价值近1000亿
元，森林单位面积价值分别是全国和
全省的 1.89 倍、1.81 倍，是安徽省乃
至华东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自 2011 年启动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工作以来，经过 3 年努力，池州
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58.21%，主城区
绿化覆盖率达到 47.9%，人均公园
绿地 17.1 平方米，40 项主要创建指
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一核、
四极、三区、多点”的城市森林空间
格局基本形成，山水环绕、城乡一
体、宜居宜游的特色生态园林城市
风貌日益彰显。

优良的生态环境，提升了城市
的品位和价值，吸引了沿海发达地
区产业转移的目光，带动了战略性
新兴产业、商贸流通、房地产、文化
旅游等产业快速发展。

池州空气清洁度、地表水洁净度
等环境质量指标高，非常适合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被确立为
国家级池州开发区和省级池州高新区
的首位产业。通过加强与大企业大集
团和行业协会、高校院所的合作，短短
2年时间，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引
进项目61个，投产项目21个，呈现出

扎堆转移、集群发展的趋势，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年1月至8月份，池州市的规模工业
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均位居全省第1。

繁荣发展生态旅游是池州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的又一内涵。池州致力于把森林城市建设融入皖南国
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并配套建设相关旅游服务基
础设施，大力发展休闲度假、农业观光、民俗体验及“农
家乐”等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以九华山为龙头的 5 个
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4个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2
个国家湿地公园，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流连忘
返。今年 1 月至 8 月份，全市接待国内游客、入境游客
和旅游总收入三项指标的增幅均超过 30%，其中九华
山接待游客 554 万人次，乡村旅游接待游客量占到游
客总数的三成以上。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有力推动了林权制度配套
改革与林业要素市场、林权流转、金融保险服务三大平
台建设。林牧、林茶、林药、林游等多种立体模式林下经
济得到快速发展，今年全市林业总产值可达 150 亿元，
走出了“城市增绿、生态增优、林业增效、林农增收”的多
赢发展路子，实现了森林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
持续推进。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种下的是花草树木，改善的是
生态环境，提升的是城市品牌，收获的是科学发展。池
州将致力于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
生活富裕的国家级生态经济示范区、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和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 （杜 芳）

建设生态经济示范区放眼八百里沂蒙，红色热土披上绿色盛装，
山区层林尽染、果林缠腰，平原岸固滩绿、碧水
长流，人民乐享绿色生态成果。

山东省临沂市素称沂蒙山区，自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工作开展以来，临沂市从“露水、绿
城、惠民”三个方面入手，把绿色增长作为主基
调，创造了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的新型模式。

创建过程中，临沂市以沂河、沭河等 10 公
里以上 300 余条河流和大中小型水库为重点，
为沿河绿化带增加乔木数量、纵横拓展绿带，建
成特色鲜明的水系生态景观绿化带和林业生态
经济功能区。其中，沂河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荣
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沂河湿地成为国内最
大的城市湿地公园。目前，临沂市林地面积
698 万亩，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2%，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超过 17 平方米。拥有森林公园 18
处、湿地公园 16处，市民开门就能见绿。

临沂市深知“绿色经济链”的重要性，意识
到只有依托林业产业，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做好
创建工作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文章，才能真正

造福于民。
产业兴林富民。着力推进林业产业基地集

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经营，重点打造板材、家具
产业集群，形成了 10 平方公里木业家具产业集
聚区，板材企业达 1.4 万余家，年加工成品板材
5400万立方米，产量占全国的 25%。

生态旅游乐民。依托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整合森林生态旅游资源，
临沂市打造沂沭河湿地休闲观光带、蒙山绿色养
生休闲带、沂蒙红色传奇体验带。2012年，全市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359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达
11.9%。

生态文化惠民。组织开展植树节、森林日、
森林文化节等活动，大力普及生态文化知识，建
有特色生态文化场所17处、科普教育基地26处。

改革创新利民。临沂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明晰产权面积 429 万亩，惠及 136 万农
户、455万人。

截至 2012 年，全市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944
亿元，吸纳 180 余万人就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
份额超过 10%。 （徐 胥）

沂蒙山区绿色增长

河南省济源市以乡镇企业创办“五小”
工业起步，培育形成了以钢铁、铅锌、建材
等为主体的重工业产业基础。

近年来，面对资源约束加剧、要素保障
趋紧、环境容量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
形势，济源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调结构、促
转型，保生态、促文明”的发展思路。

面对“年年栽树不见树”的困境，济源建
立三大机制，解决了“在哪里栽树、栽什么树、
谁来栽树、栽了树由谁来管”等实际问题。

首先是建立责任分解机制。将承包机
制引入森林城市建设，通过开展建设“纪念
林”、认建认养绿地、保护古树名木等活动，
提高了全市人民的参与度和认可度，全民
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85%以上，建卡率达
到100%。

其次是建立资金投入机制。把森林城
市建设资金列入财政专项预算，逐年加大
财政投入；不断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积
极推进林权制度改革。4年多来，累计投入
森林城市创建资金25.6亿元，其中市财政
直接投入5.2亿元。

另外还建立资源管护机制。坚持一手
抓植树造林，一手抓资源管护，完善森林资

源责任体系、林业综合执法体系、林政执法
督察体系，为重点林区安装了“电子千里
眼”，实施全天候监控，提升了森林资源管
护能力。

通过4年多的创建，全市森林面积达
到174万亩，新增造林面积34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到44.39%，增长4.19个百分点；城
区绿化覆盖率达40.63%，增长4.31个百
分点。全市以薄皮核桃、苗木花卉等为主
的特色经济林达23万亩，年产值达13亿
元。济源走出了一条重工业城市的生态化
转型之路。

良好的环境正在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低碳出行、低碳生活已成为一种追求的新时
尚，世界地质公园王屋山、黄河明珠小浪底等
已成为济源市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园，每
年都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观光度假。

城市森林建设成果在惠及广大市
民的同时，还为济源赢得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先后有富士康、伊利、双汇等一
大批龙头企业落户济源，促进了产业转
型，加快了经济发展，争取到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国家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试点等更多发展机遇。 （李 力）

重工业城市谋转型

广西玉林市有“荔枝之乡”、“桂圆
之乡”和“沙田柚之乡”的美誉。自2009
年决定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以来，经过持
续努力，目前玉林市城乡道路成荫、农
田成网、林果飘香，全市森林覆盖率
60.4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平方米，

“岭南绿都”逐步显现。
自 2009 年以来，玉林市共投入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资金 40.97 亿元，有效
的资金筹措手段保障了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工作的推进。在建设中，玉林市按
照“一轴带四极，二江并四廊，三园十六
区，多点齐绽放”的要求，重点实施森林
进城、道路绿化、村屯绿化、河岸绿化、
山上绿化、森林文化等 6大主体工程。

森林进城，城市增绿显美。玉林市
开展街道绿化改造、小区绿化精品建
设。北流市、容县成为全国绿化模范县

（市），陆川县成为首批广西森林县城。
道路绿化，打造生态绿廊。道路两

旁植树的绿化玉林市也毫不放松，重点
推进高速公路、铁路、一二级公路、县乡

道和农村公路的两侧防护林带建设。到
2012年，相继开展通道绿化3628公里。

村屯绿化，建设美丽乡村。加强村
庄公共场所、农家庭院、乡村公路的绿
化美化工作。截至 6 月，玉林市完成了
168 个示范村屯绿化建设，共种植乔木
4万多株，建成了一批绿化示范村屯。

河岸绿化，实现地绿水净。玉林市
加强了南流江、北流河和郁江支流为主
的河流河岸绿化建设。把城区两岸建
设成为景观长廊。目前，全市河岸绿化
率达 95.57%。

山上绿化，建设秀美山川。自开展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活动以来，玉林市山
上造林总面积 102 万亩，实施中幼林抚
育面积 217.35 万亩，建设了 3 个自治区
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一批市县级保护区。

玉 林 市 还 积 极 打 造 森 林 生 态 文
化，开展森林文化主题园、科普基地和
纪念林基地建设，开展古树名木调查
和保护活动；每年 3 月举行“爱鸟周”
等宣传活动。 (徐 胥)

岭南绿都迈新步岭南绿都迈新步

广安市位于四川省东部，是长江上游重要的
生态屏障。目前，全市森林面积 23.7 万公顷，森
林覆盖率 37.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1.8%，城
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2 平方米。城市森林、
农村森林、通道森林、水系森林和种苗基地“五
大工程”成为推进广安森林城市建设的载体。

城市森林工程重景观。以广安城区为中
心、县级城区为重点，见缝插绿、拆墙透绿、通道
架绿、屋顶显绿⋯⋯科学配置树木、花卉、草坪，
着力对街道、小区、城郊及重要节点进行绿化美
化，建成城市森林工程 2783 公顷，城市森林公
园 29 个、1035 公顷，以公园、广场、游园等为主
的休闲绿地 135处。

农村森林工程重生态。以村社庭院绿化为
“点”，道路、河渠绿化为“线”，农田林网建设为
“带”，荒山荒坡造林为“片”，合理布局，着力构
建农村森林生态体系，完成农村森林工程 12.7
万公顷，新增工业原料林 3.9 万公顷、特色经果
林 1.3 万公顷，建设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面积
20 公顷以上的郊野公园 6 处，广大农村呈现出

“春华秋实、山清水秀”的新景象。
通道森林工程重风貌。在境内高速公路、国

省县乡公路及铁路两侧，营造通道森林工程示范
基地，成片连线栽植优质脐橙、银杏等经果林和
行道风景树4462公顷，初步形成了绿色长廊、景
观通道和产业林带相互映衬的通道森林工程。

水系森林工程重防护。以“两江”、“三河”、
“四湖”水系绿化为重点，规划建设前锋区护安
湿地公园和武胜县龙女湖湿地公园 2 个省级湿
地公园，建成水源保护林和风景林带 1 万公顷，
水源地森林覆盖率达 81%、水岸绿化率达 86%。

种苗基地工程重科技。大力实施“良种壮苗、科
技兴林”战略，广泛采用组织培养、测土施肥、营养袋
育苗等技术，注重选育适宜广安土壤和气候的优良
品种，新建林木良种基地47个、711公顷，产苗2.6亿
株，市内苗圃苗木使用率达89%。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启动以来，广安市
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通过财政引
导投入、项目资金投入、金融信贷投入等方式，
筹措资金21.57亿元，有力保障了这项工作的资
金需求。因地制宜出台土地租金补助政策，吸
引社会资金投入森林工程建设。完善义务植树
机制并建立认建认养机制。这些机制巩固发展
了国家森林城市创建的成果。 （瞿长福）

为长江建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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