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果 一 座 城 市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超 过
60%，生活会什么样呢？

广东惠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11 月下
旬，我国北方已是大雪纷飞，惠州却依然
温暖宜人、满眼皆绿。开着车窗在大街上
行车，居然有青蛙从路边树丛蹦进车里。
惠州大街上有青蛙，是因为整个城市就像
一座大园林。目前，惠州有 26 个林业自
然保护区、43个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61.28%，实现了城市、森林、园林三者有
机融合，森林生态旅游已成为惠州市经济
新的增长点。

惠州去年成功赢得“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如今，像惠州这样的森林城市，在
我国已越来越多。“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活动自 2004 年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
有 96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为何创建森林城市

城市森林概念是美国于 1962 年提出
的 。 1972 年 ， 美 国 颁 布 了 《城 市 森 林
法》，规定城市平均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27%，商业区树冠覆盖率要达到 15%，郊
区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50%。从此森林城市
建设活动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开展起来。
我国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始于 2004 年，是
在全国政协、全国绿化委员会等 6 家单位
共同发起成立的“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
倡导下，由国家林业局组织实施的。

我国人多地少，城区寸土寸金，为何
要创建森林城市呢？“我国城镇化发展过
程中，存在城市连片发展、污染跨区传
播、生态系统破碎、休闲空间不足、外来
景观入侵、伪生态行为泛滥 6 个突出问
题 ， 创 建 森 林 城 市 有 着 迫 切 的 现 实 意
义。”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研究
员王成说。

近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
水平快速提升，土地大片硬化挤压着城市
生态空间，地下水位快速下降，城市热岛
效应也日益突出，出现城市缺水与内涝并
存、缺水城市雨天“看海”的尴尬局面。
城市化对原有绿色空间特别是森林、湿地
等自然生态空间不断的挤压和切割，造成
自然空间的破碎化，限制了动植物迁徙和
基因交流，威胁生物多样性。几年前，惠
州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很突出。由于地处全
国经济最活跃的珠江三角洲，惠州水污
染、大气污染尤其严重。“那时河水都是
黑的，夏天中午臭气熏天，很远就能闻
到。”家住惠州市惠城区江北街的温素娥
老人说。

“城市化引发的问题已经从建成区扩
展到整个市域范围甚至城市群范围，必须
树立城市生态环境共同体的理念，实施与
之相对应的生态建设策略，积极创建森林
城市。”王成说。

创建工作稳扎稳打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大体经
历了 3 个阶段。”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
对 《经济日报》 记者说。

第一阶段是 2004 年至 2007 年，主要
把森林城市建设定位为一项林业宣传实践
活动，每年选择一个城市森林建设成效显
著、市域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全国政协
人资环委、国家林业局共同举办“中国森
林城市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和市长介
绍理念、交流做法，以此来扩大宣传、凝
聚共识。第二阶段是 2008 年至 2012 年，
随着建设理念的传播和实践成果的显现，
不少城市自觉地把森林城市建设作为加强
生态建设的重要手段，森林城市由点到面

发展开来。为此，国家林业局逐步把森林
城市建设作为林业重要工作，加强指导和
服务，制定了评价指标、管理办法等规范
文件，纳入了规范化轨道。第三阶段是党
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作出建设生态文明
和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后，森林城市建设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作用
越来越凸显。2015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将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批准列为政府内部
审批事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国家
中长期改革实施规划》 等都把森林城市建
设作为重要内容。各地建设森林城市的热
情不断高涨，全国有 25 个省 （区、市）
的 160 个城市开展了森林城市创建活动，
有 12 个省 （区） 还开展了省级森林城镇
创建活动，森林城市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势头。

2004 年，贵州省贵阳市被授予“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成为全国首座获此殊荣的
城市。“贵阳绿带环绕、风光旖旎，荣获‘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后，引来海内外无数游
客 ，被 人 们 称 作‘ 中 国 最 佳 避 暑 休 闲 城
市’。”在贵州省林业厅调研员李兰丽看来，

“国家森林城市”就是一面金字招牌。
张建龙说，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

建活动基于 3 个方面的考虑：第一，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
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全国动员、全
民动手、全社会办林业”的林业建设方
针。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大
力传播林业科普知识，提高公众生态意
识，形成植绿爱绿护绿的社会风尚，可为

地方党委政府提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林业
和生态建设的一个平台。第二，新世纪
初，党中央、国务院明确了林业要全面实
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发展战略。为此，既
要下大力气实施好林业重点生态建设工
程，构建起国土生态安全屏障，也要积极
推进百姓“身边增绿”，使城乡居民身边
的森林多起来好起来，使森林更好地为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第三，上世纪末以
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总
结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城市生态建设经
验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加强森林城市建
设，让森林成为现代城市的绿色基础设
施，以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生
态承载力，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森林深入人心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南有毛乌素沙
地、北有库布齐沙漠，是我国华北地区的
重要风沙源，自古风大沙多，今年却成功
赢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鄂尔多斯市
副市长荣昌平告诉记者，为巩固森林城市
建设成果，全市 52.4%的地区实行了禁
牧，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治理率分别
达到 70%和 25%。截至 2014 年，鄂尔多
斯森林面积达 3363.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25.81%，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32.99
平方米，生态环境实现了由严重恶化到大
为改善的历史性转变。

12 年来，森林城市建设得到各地积极

响应，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森林城市建设
加快了我国造林绿化和生态建设步伐。对
全国 158 个“创森”城市的调查发现，近
5 年每个城市年均新增造林面积 20 万亩左
右，相应增加市域森林覆盖率超过 0.5 个
百分点，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以
上。在森林城市建设中，很多城市通过实
施森林增长工程，比如城区的拆迁补绿、
见缝插绿，郊区的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建
设，水系和道路的绿化，显著地增加了城
市森林绿地面积，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使老百姓出门能见绿、游憩在林下、休闲
进 森 林 。 2014 年 ， 国 家 林 业 局 对 获 得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 17 个城市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市民的支持率和满意度都在
98%以上。据统计，2014 年正在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的 78 个城市，投入森林城
市建设的资金达到 600 多亿元，其中一半
来自于社会。

“森林城市建设搭建了动员全社会参
与林业和生态建设的新平台。这些年，许
多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如辽宁本溪、
鞍山、江西新余、广西柳州、山东枣庄都通
过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改变了
城市的基本色调，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培
植了以森林为依托的绿色产业。促进了城
市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张建龙说。

如今，森林城市建设成为各地增加森
林面积、保护森林资源、改善城乡生态环
境和民生福祉、促进城市转型升级和绿色
发展的重要手段，为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1 月 24 日，在 2015 森林城市建设座
谈会上，安徽省宣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宣城积极倡导“让森林走进
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发展理念，创
新机制，多措并举，大力实施“森林进
城、森林围城”等一系列生态林业工程，
着力塑造“山峦叠翠皖东南，水墨诗韵新
宣城”的森林城市风貌，生态环境进一步
改善，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全面提升。

宣城是中国十大森林食品产业示范基
地和全国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之
一。全市林地面积 76.1 万公顷，占国土总
面积的 61.5%，有林地面积 69.2 万公顷，
活立木蓄积量 2961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
率 58.03%，是安徽省首个也是唯一的省
级生态市。泾县、绩溪县、广德县先后被
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县，4 个县获得“安徽
省生态县”称号，5 个县 （区、市） 获得

“安徽省园林城市”称号。
2010 年，宣城市开始筹备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立足当地优越的山水资源条

件，以山为基、以水为脉、以路为架、以
城为核，实施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森林
文化和森林支撑保障四大体系建设，形成
林 城 相 依 、 林 水 相 谐 、 林 人 相 睦 ， 融

“城、山、园、河、湖”于一体的城市森
林建设格局，构筑皖东南地区重要的绿色
生态屏障。

围绕森林城市建设，宣城市坚持以政
府投入为主，鼓励社会参与，本着“政府
得绿，群众得利”的原则，创新造林机
制，加快培育新的造林主体，积极鼓励大
户造林、社会化融资合作基地造林和企业
原料林基地建设，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参
与热情，加快了城乡绿化的步伐。

宣城市把建设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纳
入现代林业建设之中，着力塑造“山水诗
乡，多彩宣城”生态品牌。全市新建具有地
域特色的市级生态科普教育基地 25 个、县
级生态科普教育基地 33 个，举办各类生态
科普活动 40多次，受众 3万余人。

同时，宣城市坚持生态建设与产业发

展并举。一方面加快特色林业基地建设，
按照“多乡一业、数村一品”发展布局，
突出区域特色，促进特色林业基地的形成
和发展。全市建成工业原料林基地 23.3 万
公顷、高效竹林基地 8 万公顷、名特经果
林基地 6.7 万公顷、苗木花卉基地 1.7 万公
顷、油茶基地 0.75 万公顷；另一方面，通
过规划引导、项目扶持，打造了宣州木
业、广德竹业、宁国森林食品、泾县木竹
工艺品、绩溪生物制药、郎溪花卉苗木、
旌德旌灵芝和香榧等一批特色产业品牌。
同时，结合全市林业主导产品的区域分布
特点，积极组建县、乡经济林协会和其他
专业合作社。目前，全市成立各级林业行
业协会 90家、林业专业合作社 591家，入
社林农 4 万户。宣城市还紧紧抓住龙头企
业培育和带动这个关键，引导企业兼并，
聚合生产要素，初步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木
竹深加工、森林食品加工、生物制药、森
林 旅 游 和 花 卉 苗 木 等 产 业 集 群 。 2014
年，宣城市林业总产值 380亿元，较 2012

年增长近 35%，山区农民人均林业综合收
入达 2736 元，初步实现了林业生态、社
会、经济三大效益的协调发展。

据统计，2012 年以来，宣城市累计
投入资金 119 亿元用于森林城市建设，基
本形成森林生态网络，森林和湿地资源的
生态服务价值达到 909 亿元，人均 3.2 万
元。全市完成新造林 3.4 万公顷，主城区
绿化覆盖率达 41.28%，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13.23 平方米，乔木种植面积占绿地面
积的 73%，街道树冠覆盖率达 27.5%，广
大市民开窗赏绿、出门 500 米见绿地的梦
想成为现实。全市建成 3 个省级森林城
市，157 个园林式单位、小区；成功创建
省级森林城镇 35 个、森林村庄 93 个、绿
化达标村庄 242 个。集中居住型村庄林木
绿化率达 32%，分散居住型村庄达 18%。

“我们将持之以恒加大森林城市建设
力度,着力构筑天蓝、地绿、水清、气爽
的美好家园，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
而努力奋斗！”宣城市委书记姚玉舟说。

近年来，经济长足进步，收入稳步提高，不少

城市的环境质量却越来越令人忧心。人们越来越

向往有山有林的生活。

对不少城市居民而言，开窗望得见山、看得见

林，似乎真的是奢望。因为城市造林绿化有两难：

一是城区寸土寸金，打破旧的不合理空间布局，经

济成本高昂；二是三分之二的城市严重缺水，地下

水超采严重，灌溉水源不足。那么，城市与森林真

的不可兼得吗？其实不然。

这里有两个实例。一是首都北京。作为有着

上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近年来北京热岛效应

愈发明显，城郊温差高达 5 至 6 摄氏度，中心城区

污染空气难以自净。2004 年北京市政府痛下决

心，启动了小月河等 7 块城市楔形绿地建设。楔

形绿地的绿化植物以乔木为主，适当配置花灌木，

底部栽植草坪、地被植物，形成复层结构。如今，

建成后的 7 块楔形绿地如同 7 个巨大的绿色箭头，

外连五环路与六环路之间的环市区生态环，内插

市区隔离地区公园环，将城市外围的生态绿地和

城市中心区连接起来，首都生态环境为之一新。

二是沙漠中的城市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南有

毛乌素沙地，北有库布齐沙漠，是我国华北地区的

重要风沙源，自古水缺风大沙多。近年来，当地利

用高效滴灌技术，在沙地中种植耐旱树种，森林覆

盖率迅速提高到 25.81%。

地贵不过京城，水缺不过沙漠，这两个实例说

明，只要算清楚生态大账、多想办法，城市离森林

就并非遥不可及。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相信不远的明天，我们的城市将

更绿，天空将更蓝！

城市拥抱森林 绿色美化生活
——全国森林城市创建活动成果综述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森林与城市

可以兼得之
秾 言

山 峦 叠 翠 皖 东 南
——“国家森林城市”安徽宣城建设生态林业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张敬波

上图 这是从东莞大岭山森林公

园茶山顶上俯瞰东莞厚街镇（资料照

片）。深秋岭南，气候渐凉。在东莞大

岭山森林公园，放眼是满目高低起伏

的青翠，山间溪水清冽，登山的年轻男

女缓步而过，草地上有老人正在躺椅

上闭目养神。很难想象，这个场景会

出现在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东莞。

（新华社发）

右图 11 月 24 日，2015 森林城市

建设座谈会在安徽省宣城市举办。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全国政协常委、人资环委主任 贾治邦：
今后要进一步宣传森林生态系统与人类生

存、繁衍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促进全社会

自觉地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自觉地将绿色化与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同

推进，全面提升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

服务性。

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 袁宝成：
东莞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实现了生态惠民、

林业利民、绿色乐民。在促进了城市绿化和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的同时，倒逼了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打造了一张提升营商环境的靓丽名片。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 邢国辉：
“一棵树就是一台吸尘器，一片林就是一座

制氧站”。石家庄把大规模植树造林作为有效改

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来抓，举全市之力实现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美好愿

景。5 年来，全市市县两级财政和社会资金投入

共计 130 亿元，完成造林绿化 210 多万亩，是过

去近 30 年的造林总和，创造了石家庄历史上造

林之最。

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成：
我国要通过继续增加森林资源、恢复河岸自

然植被，继续完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通过保护

现有森林生态资产、恢复区域性森林生态廊道，

建设城市组团之间的森林生态空间，缓解城市群

地区的环境压力；通过开展县域城市森林建设，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愁森林生态景观，缩小城

乡生态环境的差距；通过增加乔木树种比重、培

育鸟语花香森林、加强林木养护，培育健康高效

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通过扩大森林生态休闲空

间、开发城市森林经济文化价值，让城乡居民更

方便享受城市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

国家林业局林业规划设计院副总工 于宁楼：
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城市

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森林面临较大压力。同时，

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绿化带过度硬

化、对树木过度修剪、侵占城市绿地等问题，此

外，过于追求引进外来树种，忽略乡土树种的培

育，破坏了原生植被，造成城市生态系统破碎

化，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居民对森林生态产品的需

求。城市森林建设正好能满足广大居民的这一需

求，建设森林城市主要是创建城乡一体、健康稳

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为广大居民提供普惠式的生

态休闲产品，让人们能够走进森林、亲近自然，

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泰安市林业局创森办主任 黄剑：
泰安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作为生态立市、绿

色发展、转型发展的战略重点，作为提升城市品

位和综合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作为提高人民幸福

指数、建设生态宜居泰安的重大举措，大力推进

森林泰安建设，重点实施了绿色围城、绿色伴

山、绿色绕水、绿色乡村、绿色网络、绿色富民

六大工程。

（本报记者 杜 铭整理）

本版编辑 鲍晓倩 杜 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