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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在四川成都彭州市隆丰街道朝阳村，志愿者在义务植树。
罗国杨摄（新华社发）

将岸线划分为若干江段，采取不同的复绿方式——

宜昌：精准绿化成效好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周燕琼

挥锹铲土、围堰浇水。3月22日，湖
北宜昌市民与福建支援队在长江边的磨
基山公园开展主题为“推进长江大保护、
植绿见证闽宜情”的义务植树活动，共同
栽植纪念两地同舟共济、共同抗疫的“友
谊林”。149株树苗齐齐种下，并挂上二维
码树牌。

宜昌是三峡库坝区所在地，长江岸线
长，生态地位十分重要。为构筑结构稳
定、功能完备的长江岸线森林生态系统，
建设绿色生态廊道，2017年10月，宜昌启
动实施长江岸线生态复绿工程，在宜都
市、枝江市、秭归县、夷陵区、猇亭区、点军
区6个县市区191个沿江地段全面展开。

今年以来，宜昌克服疫情影响，抢抓
植树造林黄金季节，截至目前，已完成人
工造林2.04万亩。“与以前只重视造林规
模不同，如今我们讲究科学造林、规划先
行。”宜昌市长江两岸造林绿化专项战役
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唐登奎说，宜昌根据
境内长江流经232公里的不同特点，划分
为6个江段，采取不同的复绿方式。“如库
区段封育保绿，坝区段修复还绿，城区段
植树享绿，园区段腾退扩绿……”

不仅是长江沿线，宜昌还将全域划分
为6种类型：干流、支流、精准灭荒、公路绿
道提升、废弃矿山、工程临时占地，根据其

植被、地域特点和不同需求，实施精准
绿化。

3月31日，祥印码头董事长姚祥印买
来花生和香蕉，给住在自家码头的猴子喂
食。在祥印码头，除了猴子，两窝喜鹊也
把这里当成了“家”。挖走30厘米厚的水
泥，填土植树种花，这个以往灰尘满天飞
的地方，如今成为宜都现代化、清洁化花
园式码头的代表——占地45.2亩的祥印
码头，已植树复绿 9.1 亩，绿化面积达
20%，姚祥印转型做旅游码头的信心更
足了。

将长江岸线还岸于民、还绿于民，宜
都港口码头数量由原先的100个减少至
26个，码头数量减少近80%，清江和渔洋
河流域的生产经营性码头全部退出进行
生态复绿。

为了保证绿化质量，宜昌创新实施
“山长制”，将城区15处裸露山体划分为
85个责任地块，交由62个山长单位进行
复绿工作和管理养护。“山长”单位将责任

山体作为经常性义务植树基地，统筹整体
修复保护工作，并肩负长期管护监督
责任。

宜昌市财政局负责的东辰体育公园5
号地块，经过去年一年栽种，树苗成活率
达90%以上。“将整块地分为7个部分，分
别由 7个党支部负责，发挥党员带头作
用。”宜昌市财政局后勤服务中心刘汝清
介绍，他们每个月都要实地查看树苗生长
情况，遇有病虫害，及时求教林业部门专
家把脉问诊。

持续开展全民植绿。这两天，枝江市
玛瑙河和长江交汇处，宜昌洪亚科技有限
公司正组织工人栽种杨树，从入河口回溯
上游，累计栽种面积近千亩。该公司副总
经理杨学农介绍，作为木材加工企业，除
了“吃”木材，他们也在积极行动，回馈
生态。

宜昌持续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创
新尽责形式，去年以来，通过线上线下多
种方式植起了一片片游子林、友谊林、幸

福林。同时，号召广大群众，在房前屋后、
阳台屋顶种树添绿，累计参与人数超过
百万。

一片片树林，不仅成为宜昌建设花园
城市的重要符号，还成为老百姓的“绿色
银行”。五峰200余万株红花玉兰成为当
地农民的脱贫致富主导产业；兴山县去冬
今春新造1797亩小水果成为该地补齐产
业发展短板的重要支撑；长阳县连续开展

“栽下摇钱树、致富贫困户”活动以来，定
植的230余万株经济林木成为重要的脱贫
产业。

沐浴着阳光雨露，一片片森林惠泽一
方百姓。2011年以来，宜昌完成公益林建
设任务68.13万亩，其中人工造林8.53万
亩，封山育林59.6万亩，公益林建设任务
完成率100%。全市森林资源的总量和质
量逐年提高，森林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森
林资源的结构进一步合理，森林覆盖率大
幅增加，一片片森林、一抹抹绿色成为宜
昌最亮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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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湖北省宜昌市市民与福建援助宜昌支援队在长江边的磨基山公园开展主题为“推进长江大保护、植绿见证闽宜情”的义务
植树活动。 周星亮摄（中经视觉）

挖坑、栽种、培土、浇水……3月份以
来，在海南省东方市东河镇的海南省珍稀
优质用材林可持续经营项目种植点，工人
们每天都在忙碌地进行栽树管护作业。他
们栽种的花梨树苗将进一步增加海南珍稀
优质用材林储备。

项目建设方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广坝分公司自1月份开始就积
极开展造林设计、胶园采伐、珍稀树种种植
等一系列工作，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代伟
娟介绍：“我们采用橡胶林择伐套种珍稀树
种的方式，更新改造现有林业资源，将建立
起一个彰显东方‘花梨之乡’特色的珍稀树

种特色风情小镇，使项目建设在发挥生态
效益的同时，也发挥社会、经济、文化效
益。目前已完成1.5万亩的种植任务。”

海南岛森林面积广阔，保存着我国最
大的一片原始雨林。阳春三月，美丽的海
南岛上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植树造
林活动，为海岛增绿。三亚市多家单位
在海棠区铁炉港红树林保护区开展“弘
扬生态文明，共建海上森林”主题义务植
树活动；文昌市结合自身产业导向，通过
义务植树活动，组织干部群众种植椰子
树；昌江县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种植黄花梨和木棉树，推进“山海黎乡大

花园”建设；万宁市在山根镇举行春季
“党员椰林”义务植树活动；海垦控股集
团组织1700多名职工义务种植黄花梨、
椰子树、菠萝蜜等1005亩；陵水县在三才
镇开展“军民共建，绿化军营”主题义务
植树活动，种植凤凰木、火焰木等景观树
1600株，绿化长度4公里……

2015年以来，海口市累计投入资金约
7839万元，累计完成造林绿化面积约13
万亩，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号。海
口市林业局总工程师钱军说：“植树造林不
仅可以绿化和美化家园，还可以起到防止
水土流失、保护农田、调节气候、促进经济

发展等作用，是一项利于当代、造福子孙的
工程。”

近年来，在海口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的统筹和部署下，每年都举行丰富多彩的
植树造林和爱绿护绿活动，吸引了很多志
愿者、亲子家庭、社会团体、政府单位加
入。同时，海口植树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
样，通过采取集中植树、赠送乡土珍稀树
苗、种植技术下乡等多种方式，鼓励引导广
大市民群众开展植树活动，进一步增强群
众护绿爱绿意识。

海南省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处负责同
志介绍，海南省全年一般分为旱季和雨季，
最佳造林季节在 6月至 10 月的雨季期
间。“海南省林业局根据海南气候特点和林
业工作实际，提出了统筹兼顾、分区施策、
因地制宜、严格管理、稳妥推进5方面具体
要求，科学制定分解年度造林绿化任务计
划，真正做到造林绿化工作早谋划、早部
署、早行动。在树种选择方面，以乡土珍稀
树种为主。”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海南省已经
完成造林绿化1万亩。

美丽海岛添新绿
——海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植树造林活动

本报记者 潘世鹏

3月25日，在刚刚通过2442亩整地挖
穴工序验收的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策武镇
长岭寨山场，施工方福建武夷海西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组织240多人进场种木荷、枫
香、泡桐等苗木。

据了解，为提高全县造林速度和质量，
长汀县创新造林机制，提升绿化成效。截
至3月25日，已完成造林面积45737亩，
完成省市任务的101%。

长汀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华庆告诉记
者，“创新造林机制”就是实行公司运作，专

业种管，把关验收，施工合同，一定３年，做
到包种包活包管包生长量。

为推进水土流失精准治理深层治理工
作，长汀县成立了国有专业生态治理公司
——林业发展公司，委托该公司作为项目
业主，负责全县植树造林的施工招投标和
管理等业务，实行项目统一管理、统一设
计、统一组织、统一施工，通过招投标引进
专业化施工队伍，开展专业化植树造林。

在马兰山金融生态示范林现场，80多
名工人正在整地挖穴，种植木荷、枫香、千

年桐、乌桕、玉兰等景观阔叶树种，开展林
分改造，长汀县精准办、林业局和大同林业
站的技术人员每天都跟班作业，检查质量、
进度。

林业发展公司总经理黄鹏翔介绍，长
汀县建立县林业局、林业发展公司、林业站
护林员、监理单位四家质量管理监督的造
林绿化机制，相关单位深入施工现场，包
片跟班作业，实际工作在一线推动，问题
在一线解决，技术指导在一线落实，严把工
序质量关。

策武林业站6名驻站护林员和1名招
聘护林员负责14个村7个片区1.1万亩造
林质量现场监管。负责李田、黄馆、南坑片
区的护林员谢成金，每天都在微信群中通
报把好工序质量的体会。据他介绍，验收
总共有四道工序，林地清理、整地挖穴、回
土施基肥、苗木栽植，后期还要进行抚育施
肥及成活率、生长量的总验收，每一道工序
都要有四家单位参加并签字验收。

长汀县还抓住列入国家首批“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机遇，推出

“我为长汀水土流失精深治理种棵树”
项目，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全力推进长
汀县水土流失精准治理深层治理。公众
通过扫描二维码便能参与线上捐款植
树，截至3月25日共捐款54万多元。此
外，长汀县还组织73个县直机关单位开
展党员植树活动，1500多名党员在昔日
水土流失严重的河田、策武、新桥3个
乡镇的9个山场，栽种树苗1.53万株约
18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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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长汀创新造林机制——

植树造林专业化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陈天长

近年来，湖南省道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绿色廊道”，提升
绿化质量，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2.51%以上，林业总产值达 29.6 亿
元。图为道县湘源温泉景区内，盘山路蜿蜒在群山中。

蒋克青摄（中经视觉）

如何提高绿化效率，改变“年
年植树不见树”的现象？江苏徐州
新沂市通过“云端”，让植树“树
树有数”，树木栽在哪、栽什么、
谁来栽、谁来管统统被掌握，让植
树科学又高效。

4月1日，随着最后一棵法桐
栽植完毕，阿湖镇林头河西岸60
亩河滩地上株距2米、行距3米的
6600棵法桐全部完成栽植。几分
钟后，在新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林业科工作人员周光就收到了
这块地的植树信息。

原来，该局有个“植树云”数
据库，它是利用新沂市天地图土地
利用现状和土地利用规划图结合起
来建立的。打开数据库，记者看到
整个新沂地图被密密麻麻的红线标
注，面积、树种、株行距等一目
了然。

“这个平台一头连着绿化地、
一头连着‘云端’，今年，新沂树
木栽在哪、栽什么、谁来栽、谁来
管，都清清楚楚。”新沂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臧永谊说。

入春以来，新沂编制出台了
《2020年新沂市绿化造林工作实
施方案》，把5万亩绿化任务项目
化，全市可绿化地块化整为零，
将2020年造林绿化任务以839个
项目落实到具体地块和小班，每
个小班明确具体面积、树种、规
格和株行距，并将相关内容绘制
标注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上。
如今，全市5万亩造林任务具体
栽在哪、栽什么、谁来栽、谁来
管有了数据支撑，具体的绿化工
作也能做到心中有数。

今年，新沂实施多彩通道、生
态廊道、绿美村庄、森林城市、经
济林果扩绿、农田林网植树造林。
记者看到，在新店镇王圩村，栽植
着美国速生竹柳、吉德杨等苗木；
沿环湖大道680亩多彩廊道，栽植
了榉树、海棠等苗木；十墩村、马庄村和小湖村改造农田林网400
亩，沿月河、自排河等河渠打造水系林网665亩，栽植了黑松、栾
树等苗木。

目前，新沂市5万亩360万棵植树造林工作全部完成。

建
好
﹃
植
树
云
﹄
数
据
库

提
高
绿
化
效
率

江
苏
新
沂
：
地
上
植
树

心
中
有
数

本
报
记
者

蒋

波

通
讯
员

满
东
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