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全民义务植树深入开展

2013 年，全国造林绿化扎实推进，取
得显著成效。2013 年全国共有 5.3 亿人次
参加各种形式的义务植树活动，植树 25.2
亿株。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参加义务植树
人数累计 144.3亿人次，植树 665.2亿株。

全民义务植树深入开展，各级领导率
先垂范。2013 年 4 月 2 日，党和国家领导
人参加了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习近平总书
记在植树时强调:“要加强宣传教育、创新
活动形式，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义
务植树，不断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依法严
格保护森林，增强义务植树效果，把义务植
树深入持久开展下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
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186 名部级领导参
加了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各级党政
军领导带头参加义务植树，为适龄公民履
行植树义务发挥了示范作用。

造林绿化活动组织发动广泛深入。全
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举行了首个“国
际森林日”植树纪念活动。

制度保障不断加强。黑龙江省颁布实
施了 《义务植树条例》 和 《义务植树登记
考核管理办法》。云南省将义务植树纳入
地方各级政府森林蓄积量和森林覆盖率约
束性指标考核内容。辽宁省确定了全民义
务 植 树 月 ， 安 徽 省 确 定 了 全 民 植 树 造
林周。

二、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扎实
推进

全年造林 609.2 万公顷，其中，重点生
态修复工程完成造林 249.16 万公顷，占
40.9%。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造林 49.24
万公顷，退耕还林工程造林 55.84 万公顷，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造林 60.58 万公顷，三
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工程造林
83.49万公顷。

三、部门绿化取得新进展

截至目前，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面积 181.2 万公顷，比 2012 年增加 9.3 万公
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26 平方米。全国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

39.59%、35.72%。
全年新增公路绿化里程 10.5 万公里，

公路绿化率达 61.6%；新增铁路绿化里程
1170 公里，铁路绿化率达 79.5%；绿化湖库
区 4050 公顷、江河沿岸 5800 公里；农垦系
统新建农田林网 2.8 万公顷；全国各级各类
学校绿化率达 33%。中直机关、中央国家
机关积极新建、改建绿地，绿化覆盖率分别
达 40%、48%。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全年完成营区造林绿化 2.8 万公顷，营区
绿地率达 35%。

四、防沙治沙不断推进

颁 布 实 施 了《全 国 防 沙 治 沙 规 划
（2011-2020 年）》。国家林业局与防治任
务较重的 12 个省级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签订了“十二五”防沙治沙目标责
任书。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全年造林 35.6
万公顷。启动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试
点和国家沙漠公园建设试点。新增 7 个全
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2013 年全国沙
化土地治理面积 173万公顷。

五、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野生动植
物保护继续加强

新建自然保护区 13 处，面积 11.8 万公
顷。国务院批准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5
处。继续对 100 多个重点保护物种组织实
施野生动物野外巡护、栖息地维护改造、救
护繁育，成功实施了朱鹮扩大放归自然和
丹顶鹤首次放归自然活动。加强了圈养大
熊猫种群繁育管理。继续推进植物园植物
物种资源迁地保护。

六、湿地保护力度加大

国家林业局颁布了《湿地保护管理规
定》，北京、河北、云南、青海颁布了湿地保
护地方法规。新批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131 处，新增湿地保护面积 30 万公顷。新
指定了 5 处国际重要湿地。成功举办了第
三届中国湿地文化节。评选出了中国“十
大魅力湿地”。

七、草原建设持续推进

与非工程区相比，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工程区草原植被盖度平均提高 11 个百分
点，高度平均提高 35.1％。全国已累计落
实草原承包面积 2.83 亿公顷，草原禁牧
0.96 亿公顷。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
54.2％。

八、森林经营有效开展

批复 15 个全国森林经营样板基地、6
个《国际森林文书》履约示范单位建设实施
方案，确定首批 15 个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
案实施示范林场。组织制（修）订森林抚育
规程技术。2013 年全国完成森林抚育 793
万公顷。

九、森林、草原保护继续加强

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全年收缴林木 110.83 万立方米、野生动物
104.14 万头（只），收回林地 2585.95 公顷，
挽回经济损失 14.57 亿元。2013 年全国各
类草原违法案件立案 1.88万起。

森林、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成效显著。

2013 年全国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720.5
万公顷，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5‰以下。全年防治草原鼠害 733 万公顷、
草原虫害 464 万公顷，草原鼠虫害生物防
治率分别达到 82％和 56％。

森林、草原防火能力明显提升。全年
森林防火实现了连续五年火灾次数、受害
森林面积下降。

十、造林绿化政策机制不断完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全面落
实农民林地承包经营权，近 1 亿农户拿到
林权证。启动了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
设和林下种植中药材补贴试点。国家林业
局印发了《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示范章程》，
确定了 150 个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林
业专业合作组织达 14万个。

造林绿化政策扶持和激励机制明显加
强。中央财政林木良种、造林、森林抚育安
排补贴资金 91.3亿元。中央投资 4.58亿元
开展木材战略储备基地示范建设，启动了
全国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县申报等工作。中
央财政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5.08 亿元扶
持特色林果业，建设名优经济林示范项目
417 个。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补植补造的补
助标准由每公顷 750 元提高到 1500 元。
集体和个人的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
标准由每年每公顷 150 元提高到 225 元。
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达 13.3 亿元，全国
林权抵押贷款突破 1000 亿元。中央安排
资金 159.46 亿元，继续在 13 个省区实施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全国绿化委员会还
表彰“全国绿化模范单位”402 个，并与国
家林业局授予 17 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

2013 年国土绿化虽然取得显著成绩，
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和村屯造林绿化，珍
贵树种、优质乡土树种用材林培育，森林经
营和草原保护，森林、绿地、草原保护执法
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
强。同时，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呈加重态
势，森林、草原有害生物和火灾防控形势严
峻，国土绿化成果巩固任务艰巨。

备注：公报中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据，

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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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植树25.2亿株

造林609.2万公顷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增加9.3万公顷

沙化土地治理173万公顷

森林抚育793万公顷

收回违法违规侵占林地2585.95公顷

近1亿农户拿到林权证

生态建设和森林培育经营需要资金支撑。
用非林产业利润反哺林业，是确保森林培育经
营可持续投入的有效途径。吉林森工集团探索
出“非林哺林”的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
业发展的双赢。

为了有效恢复、培育和保护森林，国家在
世纪之交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行采
伐限额制度，增加森林培育投入，这给森工企
业转型赋予了新的使命。吉林森工经过 10 年
的探索发展，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森林质量明
显提升，森林覆盖率达 90.8%，有林地平均公
顷蓄积达 143.68立方米。

生态修复加大资金投入是关键。目前，森
工企业管护经营森林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
国家拨付的天保工程资源管护费，二是森工企
业从木材销售收入中提取的育林基金。随着东
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逐步停止主伐，木材销
售收入锐减，直接导致育林基金提取减少，培育
和经营森林的资金将面临巨大缺口。就吉林森
工而言，如果“十三五”国家停止长白山林区木
材主伐，原来从木材收入中提取的 3 亿元育林
基金就没了着落，只能全靠国家投入，否则森林
经营管护将难以为继。

面对这种情况，森工企业不能坐等国家增
加资金投入，而要以转型求发展。吉林森工
2005 年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始了第二次
创业，向非林非木产业转移，大力发展森林资源
经营、林木精深加工、森林矿产水电、森林食品
保健、森林生态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等六大产业，
形成了比较好的产业结构。木材收入仅占全部
销售收入的 9%，林木加工业收入占 22.9%，其
他非林产业销售收入占 68.1%，为实现“非林哺
林”奠定了经济基础。自 2013 年起，集团规定
今后每年从所属非林子公司净利润中提取 1%
至 5%作为生态建设基金，补充育林资金不足。
2013 年就提取了 1194 万元，拨给所属各林业
局用于森林培育和管护。

实践证明，非林产业反哺林业，是确保森林
培育可持续投入的有效途径。建议国家制定

“生态补偿法”，在政策上支持“非林哺林”，支持
用非林产业利润反哺林业建设。建议免征东
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森工企业发展非林非木产
业所得税，并将此资金转化为育林基金，以及建
立税前提取生态建设基金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吉林森工

集团董事长柏广新——

“非林哺林”促森林培育

·广告

和谐发展的“卧龙模式”

始建于 1963 年的卧龙保护区是
全国首批以保护大熊猫和高山森
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任务的保护区
之一，1979 年起保护区加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创建至今，它拥有世界
上首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

“五一棚”和开展大熊猫科研繁育
及国际合作研究、疾病防控、野外救
护、野化培训放归工作为己任的“中国
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1983 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成立四川省汶
川卧龙特别行政区，在 20 万公顷的国土上，卧龙既
是综合性国家自然保护区，又是政事功能合一的县
级特别行政区。

多年来，卧龙坚持“重保护、强科研、促发展、保
稳定、创一流”方针，自然资源保护、大熊猫科研繁
育及野外救护、农村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都实现良
性发展，成为国内国际社会保护领域中，解决自然
资源保护与民生问题的成功范例，创造了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卧龙模式”。

保护为主 民生并重

在自然保护区和行政区合署办公体制下，卧龙
加强和完善了资源保护队伍建设，形成了自然资源
综合性保护管理；通过资源本底调查、科学功能分
区，天然林“协议管护”模式的推行，强化了野外动
植物监测巡护，构建了保护区周边护林联防体系。
同时，实施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大熊猫生态旅游、修建生态电站“以电
代柴”、补贴农户用电等一系列增收致富措施，使当

地农民摆脱了对自然资
源的严重依赖，从而有
效促进了自然保护事业
的良性发展。目前，卧
龙森林覆盖率达到 57.6%，植被覆盖率超过 98％，
走出了一条自然保护与民生双赢的发展道路。

大熊猫科研屡创佳绩

卧龙的大熊猫科研保护人员通过自主创新、
努力攻关，率先攻克圈养大熊猫“发情难、配种
受孕难和育幼成活难”三大难关，繁育大熊猫
154 胎 225 仔，成活 194 只，建成了规模庞大、结
构合理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实现了圈养大熊猫种
群的自我维持和可持续发展，并开创了圈养大熊
猫放归野外研究的先例。通过国际科研合作与交
流平台的创建，极大地促进了大熊猫文化的发展
和传播，在国内外重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效提高了我国物种多样性保
护的国际影响。从野外监测到
人工圈养再到野化放归，卧龙
始终在领跑世界保护大熊猫事
业，跑出了保护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的中国速度。

为美丽中国绽放色彩

从简陋的“五一棚”到设
施完备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
中心卧龙基地、碧峰峡基地、
都江堰基地；从各项工作全手
工记录的“原始卧龙”到信息
化技术得以全面应用的“数字
卧龙”，卧龙保护区已经发展
成为能充分满足以大熊猫为主
的高山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需
要，满足大熊猫生活福利和科
研需求，满足公众教育与文化
传播需要，具有大熊猫人工繁

育、野化培训和野生动物公众教育三大功能，全
世界闻名、设施先进、实力雄厚的大熊猫科研保
护机构。

从藏匿深山峡谷的原始山村，到世界瞩目的熊
猫故乡；从经济发展滞后的穷乡僻壤，到黄金生态
旅游景区；从落后的教育设施，到有现代化的教育
设施；从原始的种植方式，到科技大棚的蓬勃发展；
从散布在高半山的破旧老屋，到集居于平坝的现代
小区，卧龙特区已经成为中国生态保护与经济和谐
发展的成功典范，获得了国际组织广泛好评。

卧龙正朝着建设“世界一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基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目标迈进。黑白
熊猫，多彩卧龙，卧龙将为美丽中国焕发出令世界
惊艳的风采！

黑白熊猫 多彩卧龙
在祖国大西南邛崃山系的东南部，群峰绵延、翠谷纵横、雪峰争辉，从高处俯瞰，如一条巨龙盘旋在天地间，“卧龙”由

此而得名。这里生存着珙桐、水青树等珍稀植物，栖息着大熊猫、雪豹等濒危动物，拥有世界著名的大熊猫种群，其种群规
模和活力为世界之首，被誉为“熊猫王国”、“宝贵的生物基因库”、“天然动植物园”，也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
产核心区域。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幼崽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幼崽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幼崽

卧龙大熊猫幼儿园里的大熊猫幼崽卧龙大熊猫幼儿园里的大熊猫幼崽

55..1212地震后重建的卧龙关村民居地震后重建的卧龙关村民居

艰辛的高远山巡护艰辛的高远山巡护

科普教育活动（香港青少年学生在卧龙基地
通过交互式科普设施探寻大熊猫的奥秘）

科普教育活动科普教育活动（（香港青少年学生在卧龙基地香港青少年学生在卧龙基地
通过交互式科普设施探寻大熊猫的奥秘通过交互式科普设施探寻大熊猫的奥秘））

大熊猫野外放归后的监测工作大熊猫野外放归后的监测工作大熊猫野外放归后的监测工作

正在建设中的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新基地正在建设中的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新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