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改革发展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讲话。最近,又对全国森林资
源清查结果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我国
林业生态建设取得的成效，明确提出扩大
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增加森林功能
和全面深化林业改革、创新林业治理体
系、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目标要求。
这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林业工作指明
了方向，是发展林业事业的基本指针。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必须科学把握我国林业发展的阶
段性特征，不断推动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
展。综合近年完成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
源清查、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
第二次岩溶地区石漠化监测、第二次全国
湿地资源调查和第二次全国野生动植物
资源等结果，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林业
发展呈现出八个基本特征。

第一，森林资源增长与木材供应不足
并存，木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对森林资
源压力日益加大。清查结果显示，我国森
林覆盖率由 20.36%提高到 21.63%，森林
面积由 29.31亿亩增加到 31.15亿亩，森林
蓄积量由 137.21 亿立方米增加到 151.37
亿立方米。同时，我国木材消费量急剧增
长 ，由 2002 年 的 1.83 亿 立 方 米 猛 增 到
2012 年的 4.95 亿立方米，木材对外依存
度超过 45%，这种态势还将继续发展。

第二，森林资源总量提升与森林粗放
经营并存，提高森林质量潜力巨大，加强
森林经营势在必行。清查结果显示，我国
每公顷森林蓄积量和年均生长量均有所
增加，分别达到 89.79 立方米、4.23 立方
米。近成过熟林和混交林比例分别上升 3
个百分点和 2 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森林
65%是中幼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不到世界
平均水平的 70%，森林经营、森林质量和
林地生产力均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生态改善与生态退化并存，自
然生态系统依然十分脆弱，生态资源总量
依然严重不足。清查监测结果显示，全国
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到 84 亿吨，森林、湿
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年价值量分别超过 13
万亿元和 10 万亿元，湿地保护面积 3.5 亿
亩，沙化、石漠化土地分别减少 8587 平方
公里、9600 平方公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数量稳中有升。同时，质量好的森

林不足 20%，自然湿地严重萎缩、功能退
化，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危害依然严峻，野
生动植物依然面临严重威胁。

第四，生态需求增加与资金投入不足
并存，资金短缺依然是林业生态建设重要
的瓶颈制约。我国林业肩负着近 80 亿亩
林地、湿地、沙地的治理保护任务。林业
投入大幅度增加，但依然严重不足，平均
每亩每年投入不足 20 元，与实际需要差
距较大。

第五，林业产业快速发展与林区民生
问题突出并存，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改善
林区民生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林业产
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但林
区职工、林农群众收入低，林区基础设施
落后，民生问题突出。

第六，社会高度关注与生态破坏严重
并存，增强生态意识、遏制生态破坏依然
任重道远。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关
注，生态系统也受到经济活动的巨大影
响。我国侵占林地、破坏湿地的现象十分
严重。清查结果显示，5年间已有 1.2亿亩
林 地 转 为 非 林 地 ，每 年 流 失 林 地 高 达
2418万亩。

第七，林业科技进步与生产技术落后
并存，提升林业发展质量效益还有很大空
间。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林业取得了近

万项科技成果，但林业生产技术水平仍然
很低，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 43%，林
地平均产出率只有耕地的一半左右。

第八，战略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用
好机遇、应对挑战已成为各级林业部门面
临的重大考验。我国林业发展条件日益
优化，林业国际化程度日益增强，但也面
临着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

上述八个“并存”的基本特征表明，我
国林业正处于恢复发展阶段。森林总量
不足、质量不高、功能不强、分布不均的基
本林情没有根本改变，生态资源不足与日
益增长的生态民生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
十分突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科学把握我国林业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今后要从六个方面着力推进生态林
业民生林业建设。

全面深化林业改革，推进林业治理体
系创新。特别是抓好国有林场、国有林区
和集体林权制度三大改革，加强强林惠林
政策体系构建，创新林业管理制度机制，
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严格守住林业生态红线，维护国土生
态安全。坚持保护优先原则，通过落实各
项林业保护规划、健全保护法律法规、加
大执法办案力度等措施，严格守住森林、

湿地、沙区植被、物种 4条生态保护红线。
深入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夯实美丽中

国的生态支撑。重点抓好天然林保护、退
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长江沿海
防护林、湿地保护恢复等十大生态修复工
程的实施，以及东北森林、北方防风固沙、
东部沿海生态、西部高原生态等十大生态
屏障的构建。

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拓展农民增
收致富的途径。扶持和发展原料林培育、
木本粮油和特色经济林、森林旅游、林下
经济等十大绿色富民产业，培育主导产
业，推动转型升级,促进林业产业的提质
增效。

切实抓好科技和人才工作，促进林业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林业科技创新
体系和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强人才队伍和
作风建设，深入开展“转变职能、转变作
风，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活动，更好地服
务基层群众、改善林区民生。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增强我国林业的
影响力和话语权。实施林业“走出去、引
进来”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加快发展林业。认真履行国际
公约，积极开展林业双边和多边合作，提
升我国林业的国际形象。

创新治理体系 提高治理能力

科学把握我国林业发展新特征
国家林业局局长 赵树丛

伴着春天的脚步，又一个植树节来到了。这是

我国第 36个植树节，全民播绿行动再掀热潮！

1979 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6 次会议确定，

每年的 3 月 12 日为我国植树节。从此，全国上下轰

轰烈烈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30 多年来，每年在

这个最适宜播种的季节里，人们都加入植树的行列，

在春风中植下棵棵树苗，也植下对未来的梦想，以及

对建设美好家园的种种期望。

今年的植树节，我们又承载了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和使命，这就是，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创

造良好的生态条件。党的十八大已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提出。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这就为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推进国土绿化赋予

了更为紧迫的任务。

今年的植树节，我们仍要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

的天空屡屡被沉重的雾霾笼罩，我们的空气、水、土

地等仍在遭受污染侵害，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受着最

严峻的挑战。

实践证明，造林绿化是改善生态、美化环境的有

效途径，是净化空气、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消除雾

霾，不仅要减少污染排放，造林绿化也能起到净化空气

的作用。因为树能够释放氧气，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

气。曾有计算：在城市，一棵树一年可以固化掉一辆汽

车行驶16公里所排放的污染物，1公顷柳杉林每天可

以吸收 60公斤二氧化硫。当城市绿化面积超过 50%

时，大气中的污染物可得到有效控制。

据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我国森林资

源虽然保持连续增长趋势，但森林覆盖率远低于全

球 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

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

的七分之一。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

布不均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这次清查结果已

反映出森林面积增速开始放缓。确保林地红线，还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必须建立系统完整

的生态文明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唤起

人们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进一步形成爱绿、植绿、

护绿的风尚。必须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行身边

增绿，大力植树造林，加快国土绿化步伐。

人人动手，年年植树。多植一棵树，多添一片

绿，让大地更绿、天空更蓝、人与自然更和谐。

全民植树

让天空更蓝

近年来，城市绿化美化刮起“大树进
城”之风，对此，群众十分反感。

“大树进城”屡现，是一些地方片面
追求视觉效果和发展政绩、盲目攀比绿
化速度和树木档次所致。在一些地方，
强求一日成林、一夜成景，大量非法移植
大树古树，搞绿化形象工程，刮起了一股

“大树进城”之风。这种做法,破坏了森
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扰乱了生态建设秩
序，同时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

为遏制大树古树非法移植，全国绿
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近日再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树木移植管理的通知》，明确
了禁止采挖的区域和树木的类型，要求
坚决制止“大树进城”的行为。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指出“大树
进城”至少有 3 个弊端：一是在大树挖掘
过程中，造成原生态资源的破坏和水土
流失；二是大树在不符合自然生长条件
的地方栽种，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才能栽
活；三是大树在生长过程中，树冠量很难
形成原来应有的数量，生态产出都比自
然生长树木低很多。

的确，在一些城市我们经常看到，一
些被移植的大树古树只剩下主干和断
枝，成了“光杆树”和“残疾树”，有的长期

“挂吊瓶”、“支拐棍”，成活下来的也长势
衰弱。

城市造林绿化必须纠正“一夜成
林、成景”的做法。赵树丛说，我们提
倡良种壮苗、良种大苗，就是指在苗圃
里面的树，属于大苗、壮苗，可以用于
绿化和进城的移栽。经过壮苗、大苗的
科学造林，完全可以为绿化作出更多的
贡献。他强调，在原来的森林里面，已
经形成生态功能和布局的大树，绝对禁
止移栽、移挖。

遏制“大树古树非法移植”之风，不
仅要令行禁止，反对劳民伤财的“四风”，
还要遵循树木生长规律，发展良种苗圃，
用培育的壮苗、大苗加快城市的绿化美
化速度。

日前，国家林业局提出要严守 4 条生
态保护红线，明确了维护国土生态安全、
人居环境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的生态用
地和物种数量的底线。

这四条生态红线为：林地和森林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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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红线，全国湿地面积不少于
8亿亩；沙区植被红线，全国治理和保护恢
复植被的沙化土地面积不少于 56 万平方
公里；物种红线，确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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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家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各项工程建设项目侵占林地、湿
地的现象比较严重，每年全国违法占用
征收林地案件超过 1.9 万起，非法占用林

地面积超过 200 万亩。近 10 年来受到基
建占用威胁的湿地面积增加了 10 倍以
上，由 12.76 万公顷增加到 129.28 万公
顷，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沿海、大江
大河及湖泊周边地区围垦占用湿地仍屡
有发生。这不仅破坏了森林和生态资
源，还挤压了生态建设空间，致使生态
保护压力越来越大。

2013 年编制出台的《国家林业局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划定了森林、
湿地、沙区植被、物种 4 条生态保护红
线。国家林业局强调目前要从 4 个方面
牢牢守住这 4条红线。

一要严格落实保护规划。把划定的
红线落实到省、市、县，落实到地图上、地
块上，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形
成“以规划管地、以图管地”的管理模式，

实现全国林地管理“一张图”。
二要健全保护法规制度。对已经有

法律法规保障的生态红线，必须依法保护
管理。还没有法律保障的生态红线，要尽
快推进立法。尽快制定最严格的管制原
则和管理办法。

三要推进生态用地可持续增长。通
过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推进生态自我修
复，加大对石漠化和沙化土地、工矿废弃
地、退化湿地治理等，有效补充生态用地
数量，逐步恢复生态系统功能。

四要加大执法办案力度。通过开展
非法占用林地、湿地或沙地案件查办督
办、行政被许可人监督检查、专项打击行
动等有效措施，依法严查毁林开垦、乱砍
滥伐、非法占用林地、湿地和沙地等违法
案件。

国家林业局：

划定并坚守四条生态保护红线

声 音

坚决遏制大树
古树非法移植

近年来，我国城市森林建设发展迅速，极大地改
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和宜居水平。据统计，自 2004年
贵阳成为我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以来，全国已有 25
个省区市的 120 多个城市加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行
列，15 个省区市开展了省级森林城市创建活动，58
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我国是一个相对缺林少绿的国家，城市更是森
林资源匮乏的区域，但也是发展森林资源的潜力所
在。近年来，国家林业局积极倡导生态林业与民生
林业，在大力推进全民植树造林的同时，积极推动以
发展城市森林为主体的森林城市建设，促进了国土
绿化和城市森林资源的增长。目前，全国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9.5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2.26 平方米。据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统
计，全国 58 个国家森林城市在开展“创森”活动的 3
年中，年均新增造林约占市域面积的 1%，是同期全
国平均水平的近 2 倍。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全国
75 个“创森”城市完成新造林面积 2612.7 万亩，占全
国总量的 30%。

城市森林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自净功能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节生态平衡、改善环境质量、保
护人体健康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城市
森林，增强城市发展的生态承载能力，已经成为各级
党委政府的普遍共识和一致行动。

近年来，各地通过加强科学规划、实施重大工
程、创新体制机制、加大资金投入等措施，推动城市
森林建设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资
源环境容量，提升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昆明市
自 2009年开展创建森林城市活动以来，各级财政累
计投入资金 27.3 亿元，并引导社会资金注入 131.4
亿元。据测算，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全国 75 个“创
森”城市共投入林业和生态建设资金达到 1157.5 亿
元，相当于 2013年中央林业总投资的 80%。

把森林建在城市、把绿色留在身边，已成为广大
人民群众的强烈诉求。各地在森林城市建设过程
中，大力推行“身边增绿”行动,都把建设城中街区公
园、城郊森林公园、新增森林绿地面积，作为每年政
府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郑重承
诺。厦门市建设各类公园绿地 366 处，各级各类公
园 88 个，其中森林公园 7 个，实现了市民步行 500
米即有休闲绿地。

据 2013 年对 17 个“创森”城市的随机问卷调
查，市民对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的支持率和满意
度均超过 98%。

城市森林建设成效显著

视 点视 点

上图 江西省大力推进“森林城乡、绿色通道”建设，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积极开展新

春义务植树活动，力保种植一片、成林一片。新春义务植树成为国土绿化的亮点。图为宁都

县党政干部植树现场。 丁贤生供图

下图 四川省广安市青少年和各

界志愿者在邓小平同志故居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

罗龙海摄

广西南宁市南湖造林绿化一角广西南宁市南湖造林绿化一角。。覃日政覃日政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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