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旭光村的 5000 亩有
机樱桃项目植树造林现场，工人们正在忙碌着。原本荒
芜的田地被整理成一排排整齐的土垄，上面陆续栽植了
一棵棵欧洲大樱桃树苗。

今年，国家林业局提出要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总目
标，以改善生态、改善民生为总任务，加快发展现代林
业，全面提升生态林业、民生林业的发展水平，为建设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今年以来，一些重大生态林业工程顺利推进。天然
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国家林业重点工程
深入实施，长江、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太行山、平
原绿化三期工程正式启动。重点工程的稳步实施推动
了各地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陕、甘、宁等 8 个省（区）
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黄土高原近 50%的水土流
失面积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年入黄泥沙减少 3 亿多
吨。同时，东北、华北、黄河河套等平原农区基本建成了

集中连片、规模宏大的区域性农田防护林体系，农田林
网化程度达到 68%，为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稳固的生
态保障。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林业的核心改革工作，也是生
态林业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
工作基本完成,林改确权率已近 99%,发证率达 95%，目
前正在重点开展配套改革工作。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
丛表示，要按照“改革、稳定、规范、服务、发展”的要求，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维护农民的财产权，完善扶持
政策和服务平台。

今年，国家林业局还启动了生态红线保护行动。该
行动划定林地和森林、湿地、荒漠植被、物种 4 条红线，
要求全国林地面积不低于 46.8 亿亩、森林面积不低于
37.4 亿亩、森林蓄积量不低于 200 亿立方米、湿地面积
不少于 8 亿亩以及治理宜林宜草沙化土地、恢复荒漠植
被不少于 53 万平方公里，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严禁开
发，现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全面保护。

赵树丛说，只有划定生态红线，加大生态修复和保护
力度，切实保护好现有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及其生物多
样性，才能尽快扭转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状况恶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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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享受
水利发展成果

水 昕

回首 2013 这一年的水利工作，可说的还真

不少：解决了 6343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完成了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任务、

启动了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和第五批

400 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虽涉

及很多方面，但其重点主要是加强了“民生水利”

事业建设。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为我国水利发展指

明了方向。我们要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水利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水利发展成果，让

水利更多地惠民生、暖民心。

一年来，我国在水利项目安排和资金投向上

更多地向防汛抗旱、饮水用电、发展生产等群众最

基本的需求领域倾斜，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农村地区倾斜，逐

步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水利发展差距。在工

作考核和政绩考评上，着力把群众受益度作为评

判水利工作的重要内容，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评判

水利工作的最高标准，着力构建保障民生、服务民

生、改善民生、惠及民生的水利发展新格局。

在充分肯定水利工作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

略依然存在的问题，抓紧民生水利工作依然不可

有丝毫松懈。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工作和“三

农”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展望未来，要让水利

为经济发展和“三农”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进

一步扩大民生水利受益范围、受益程度和受益层

次，就一定要继续保持兴水惠民政策的连续性、稳

定性，完善配套政策，同时狠抓政策落实；继续保

持水利投资的稳定增长，争取财政性资金投入的

同时，广辟金融和社会资金渠道；继续强化水利薄

弱环节建设，大兴农田水利，抓紧开工建设一批骨

干枢纽工程，加快扭转水利建设滞后的局面；继续

在水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实现新突破，

不断为水利发展激发新的活力。

水利与民生息息相关。水利部最新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共落实
中央水利建设投资 1408亿元，继续保持
较高水平，72%投向农田水利、农村饮水
安全、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
治、中小河流治理等民生水利领域。

突破防洪薄弱环节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安沙镇龙华水
库今年完成了除险加固任务。长沙县水
务局建管中心副主任张磊华说，这座建于
上世纪 60 年代的水库除险加固后，消除
了防洪安全隐患，同时增加了蓄水量，灌
溉受益面积将从400亩扩大到600亩。

水利部建管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到 2010 年底，我国小型水库占水库总数
95%以上。这些水库绝大多数兴建于上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由于各种原因，
积病成险，成了防洪的薄弱环节，威胁着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我国
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迫切需要消除
这些隐患，筑牢安全“大坝”。

按照规划，今年我国完成了部分重
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目标任务，加
快实施了 220 座大中型病险水库 （水

闸） 除险加固，长期制约我国防洪安
全、供水保障的水库病险问题得到了进
一步解决。

我国还加大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力
度，以降低灾害对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
威胁。目前，中央财政已累计下发补助
资金 122.38 亿元，各地共落实地方建设
配套资金 37.25 亿元，全面启动了 2058
个县的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总体进展顺
利，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已有 1866 个
县基本完成了建设任务。

已完成的非工程措施，在防汛抗洪
工作中充分发挥了防洪减灾效益。据不
完全统计，项目建设以来共发布了 6.7
万次山洪灾害预警，利用监测预警平台
向约 227 万防汛责任人员发送预警短信
2750 多万条，启动预警广播 13.8 万次，
转移危险区群众超过 703 万人次，有效
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夯实农田水利基础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的高连瑞刚给
麦田浇上越冬水。“现在浇地，一张 IC 卡，
一条输水带就解决问题了。”老高说，灌
溉条件的改善，让他不用再为水源发愁，

浇地省时省力，庄稼收成更有保障。
农田水利，一头连着国家粮仓，一头

连着百姓生计。今年，我国遭受了“南旱
北涝”的双重考验，更加凸显了加强农田
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水利部农水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以来，我国对 211 处
大型灌区进行了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
设，项目完成后，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344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2472万亩。

通过改造，湖南省大型灌区保灌面积
由改造前的 450 万亩增加到 632.7 万亩，
保灌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重由改造
前的 66%提高到 84.4%。今年夏天，当百
年不遇的特大干旱来袭时，灌区外作物缺
水枯黄，灌区内的稻田却安然生长。

旱，是一时的考验，但从长期看，我国
则面临缺水的困扰。要继续保持粮食丰
产，必须把发展节水灌溉作为一项根本措
施来抓。农水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
年，我国分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发展强劲。东北节水增粮行动扎实推进；
西北缺水地区、华北地下水超采区投入力
度加大、发展速度加快；长江中下游水稻
种植区、东部和西南一些地区的特色经济
作物种植区，规模化发展高效节水积极性
普遍增强，预计全年可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2300多万亩。

保障农村饮水用电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镇的王正友正在
家里忙着准备午饭。打开水龙头，涌出
的 山 泉 水 透 着 清 澈 。“ 以 前 吃 水 靠 打
井，肩挑背驮，现在通自来水了，特别
方便。”王正友说。

今年，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的这项
民心工程推进力度更大了。据水利部统
计，截至 12 月底，全国已完成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总投资 341 亿元，建成集中供水工
程 49906 处、分散供水工程 40085 处，全
面完成今年农村饮水安全年度建设任务。

另外，今年我国全力推进“民生、平
安、绿色、和谐”水电建设，新增装机 200
多万千瓦。新开工新农村电气化建设项
目 182 个，全面实施增效扩容改造，4100
多座电站将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得
到全面改造。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深
入推进，新开工项目 29 个，在建项目达
126个。农村居民告别砍柴烧火的炊事习
惯，过上了现代、文明、健康的新生活。

总之，一年来的民生水利实践，使更
多群众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陈幸良:加强科技创新、大力推进生态林业与民

生林业，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手

段，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基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推

动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发展。

@尹伟伦:森林生态系统经营是目前世界林业发展

的方向，要充分利用典型森林生态系统，根据林业的

多功能性构建多种新产业，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

@樊宏:林权交易市场的发育程度关系到林业获取

社会资本的路径是否通畅，规模化林业生产格局是否

能实现，进而决定森林资源配置效率能否得以提升。

推动林权交易市场发展，有助于促进林业资源的流动

重组和优化配置，从而进一步提高林业资源的配置效

率，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

@陈绍志:林改后，林农作为经营主体，发展林业

的积极性更应受到社会关注，需要创造适合他们发展

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提高林地生产力和综合效益。

@温铁军：政府今后应作出相关政策调整，尽快

补贴使用农家肥、零排放的兼业农户和小规模生态农

业。国家金融资金不能再资助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方

式。例如，水利建设以打井为主往往会造成地下水超

采，因而应转向资助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

（本报记者 禹 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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