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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荒山变公园
本报记者 李红光 梁 婧

创造国土绿化发展奇迹
本报记者 黄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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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江西省萍乡市萍水湖湿地公园（无人机照片）。近年

来，萍乡将治水与绿化相结合，沿萍水河打造湿地公园。

李桂东摄（新华社发）

图② 江苏省盱眙县盱城镇盛开的桃花与林间觅食的四季鹅

相映成趣。近年来，盱眙通过在树林下养殖鸡、鸭、鹅等家禽，实现

果木与家禽饲养经济效益“双丰收”。

许昌银摄（中经视觉）

图③ 5 月 17 日，市民在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唐尧公园游

玩。近年来，隆尧以中心城区增绿建园为重点，因地制宜建设一批

街角游园、“口袋公园”，提升绿化水平。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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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国土绿化事业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生态基础，中国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

“到 2030 年全球退化土地零增长”目标作出了

重要贡献，持续引领全球绿化事业发展。

奇迹来自广泛参与

2019 年初，美国航天局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卫星资料显示，世界变得越来越绿了。对

地球变绿贡献最大的是中国，因为中国 42％的

新增绿化面积来自人工植树造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10 年间，中国森林面积

从 31.2 亿亩增加到 33.54 亿亩，人工林面积稳

居世界首位。中国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1.6 个百

分点，森林蓄积量从 151.37 亿立方米提高到

191.78 亿立方米，林木植被总碳储量从 84.27

亿吨增加到 107.14 亿吨，森林年涵养水源量从

5807 亿立方米增加到 8039 亿立方米，年固土

量从 81.91 亿吨增加到 117.20 亿吨。森林资源

总体呈现数量持续增加、质量稳步提高、功能

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创造了人间生态奇迹。

奇迹来自于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习近平

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连续十年参加首

都义务植树，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履“植”尽责，

全社会植纪念树、种纪念林蔚然成风。

奇迹来自于广泛参与。国家林草局将义

务植树尽责形式拓展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

认种认养、捐资捐物等 8 大类，在 15 个省份开

展“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试点，建立一批“互

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打通了义务植树尽

责“最后一公里”，让“云端植树”“码上尽责”成

为现实，全民义务植树进入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新阶段。10 年来，全国适龄公民 55.03 亿人次

参加了义务植树，植树 216.86 亿株

（含折算），尊重自然、爱护

自然的理念厚植人

心 ，生 态 文 明

理念得到

广 泛

认同。

奇迹来自于国土绿化工程的深入实施。

10 年来，中国深入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

林、长江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全国累计完

成造林 9.6 亿亩、森林抚育 11.6 亿亩，建设国家

储备林 8550.51 万亩；全国组织实施退牧还草、

退耕还草、京津风沙源草地治理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项目，累计落实中央资金 400 多亿元，

划定基本草原面积 37 亿亩，完成种草改良 5.65

亿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高到 50.32%，重点

天然草原牲畜超载率从 28%下降到 10.1%，有

效促进了 38.1 亿亩草原休养生息；累计完成防

沙治沙任务 2.82 亿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

达 2658 万亩，创建了 41 个全国防沙治沙综合

示范区、125 个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全国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较 2009 年减少 7500 万

亩 和 6495 万 亩 ，全 国 沙 区 植 被 平 均 盖 度 较

2009 年增加 2.59 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沙尘

天气较“十一五”期间减少 29%。

科学绿化阔步向前

山水林田湖草沙怎么治理，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久久为功。比如，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

建设工程于 1978年启动。“到 2025年，三北工程

科学绿化技术体系将初步建立，建成一批科学

绿化示范样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华北东

北防护林建设局一级巡视员武爱民表示，三北

工程区完成 2021 年营造林任务 944 万亩，造封

飞比例约为 41∶45∶14，乔灌比接近 4∶1，造林

方式和树种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学绿化更是迈出

重要步伐。

坚持科学推进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

综合治理。在国土绿化中，充分考虑降水、地

表水、地下水等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和承载能

力，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科学恢复林草植

被。比如，在干旱缺水、风沙严重地区优先选

用耐干旱、耐瘠薄、抗风沙的灌木树种和草种；

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优先选用根系发达、固土

保水能力强的防护树种草种等。

坚持规划引领、因地制宜，走科学、生态、

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各地科学划定绿化用

地，实行精准化管理，以宜林荒山荒地荒滩、荒

废和受损山体、退化林地草地等为主开展绿

化。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积极采用乡土树

种草种进行绿化，审慎使用外来树种草种，注

重使用多样化树种营造混交林。比如，在江河

两岸、湖库周边优先选用抗逆性强、根系发达、

固土能力强、防护性能好的树种草种；在海岸

带则优先选用耐盐碱、耐水湿、抗风能力强的

深根性树种；在水热条件好、土层深厚地区优

先选用生长快、产量高、抗病虫害的优良珍贵

用材树种；在居民区周边避免选用易致人体过

敏的树种草种等。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坚持数量

和质量并重、质量优先，坚持封山育林、人工造

林并举。比如，在年降水量 400 毫米以下干旱

半干旱地区以雨养、节水为导向，以恢复灌草

植被为主，推广乔灌草结合的绿化模式，提倡

低密度造林育林，合理运用集水、节水造林种

草技术，防止过度用水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为大力推行科学绿化，我国还组织开展

了 40 个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启动了

山东、辽宁、宁夏、河南、重庆 5 个科学绿化试

点示范省（区、市）建设。2021 年首次实行造

林任务直达到县、落地上图，带位置上报、带

图斑下达造林绿化任务，造林完成任务上图

率达 91.8%，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落地

上图管理体系。

绿化惠民成效显著

10 年来，我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国土绿化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惠民事业，

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同时，国土绿化和生态扶

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全面小康也作出

了重要贡献。

创新推进“身边增绿”，开展国家森林城

市、绿化模范城市、生态文化乡村、生态文明教

育基地等创建活动。10 年来，全国新增国家森

林城市 152 个，累计建成“口袋公园”2 万余个，

建成绿道 8 万余公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由 11.8 平方米提高到 14.78 平方米，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由 39.22%提高到 42.06%，村庄绿

化覆盖率达到 28.99%以上，农村人居环境显著

改善。

不断做大做强林草产业，持续推动乡村振

兴 。 目 前 ，我 国 经 济 林 面 积 达 到 6 亿 亩 ，较

2012 年增长 26%；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已超过

8 万亿元，较 2012 年增长超过 1 倍。我国林产

品生产、贸易居世界第一，林产品对外贸易额

达 1600 亿美元，林产品进出口总值 1876.6 亿美

元，较 2012 年增长 48.2%；木本油料、林下经

济、花卉、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形成

了若干区域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带；干

鲜水果、森林食品等经济林产品年产量达 2 亿

吨，较 2012 年增长 47%。

“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极大，初步统

计，我国林草药用植物占中药资源的 80%左

右。”国家林草局发改司一级巡视员杜纪山说。

通过国土绿化、生态补偿等扶贫方式，累

计带动 20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全面完

成生态扶贫各项目标任务。比如，选聘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110.2 万名，带动 3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支持贫困地区组建扶

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2.3 万个，吸纳

160 多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

设，年人均增收 3000 多元；大力支持贫困地区

发展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生态产

业，带动 16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湖北省蕲春县曾是国

家级贫困县。“近年来，蕲春县大力发展林药套

种 4.2 万亩，年产中药材 1 万吨，每年实现收益

1.4 亿元。”蕲春县县长陈丹表示。

如今，美丽的神州大地上正描绘着一幅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画卷，相信在不久的未

来，更多生态治理奇迹会在中国这片生机盎然

的土地上绽放！

站在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玉泉山城郊森

林公园的观景台上眺望，蓝天白云下，满山

苍翠，令人心旷神怡。谁能想到，这里以前

垃圾成山，常年黑灰漫天。公园所在的西山

地区曾是太原污染重灾区，峰值时期污染企

业聚集，环境破坏严重。

“那个时候别说不敢穿白衬衣，就是出趟

门回家洗把脸，水都是黑的。”太原西山生态

文化旅游示范区管委会生态环境部部长卫庆

宝对过去的经历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为

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太原市先后关停、搬

迁、淘汰污染企业 2000 多家，并逐步形成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司承载、园区打

造”的西山治理模式，通过以绿化和配套建

设适度开发为核心的相关政策，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西山地区生态治理。经过 10 多年的努

力，治理破坏面 1 万余亩，造林绿化累计 20

万余亩，建设 17 个城郊森林公园，森林覆盖

率达到 40.3%。

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是由山西晋峰供热

公司投资承建的，公司负责人张俊平是最早

一批投身西山荒山治理的企业家。在山上的

办公室，张俊平指着窗外层次分明的植被告

诉记者，在荒山上植树成活率很低，有的要

种三四遍，而靠近道路两旁要种六七遍才能

活。由于山体破坏严重，大型机械很难上

山，工人们就用电锤一下一下打坑，再把一

筐筐土、一棵棵树苗背上山，治理过程充满

艰辛。“这些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

们 一 天 天 长 大 ， 心 里 很 有 成 就 感 。” 张 俊

平说。

生态的改善提升了西山的品质，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在西山枫情城郊森林

公园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由于雨后山土松

软，无法用机械运送树苗，工人们正背着树

苗上山。公园建设方是山西大地安美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祝建荣告诉记

者，西山治理实现“绿化、彩化、财化”有

机结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未来的西

山枫情公园将成为集康养、教育、文旅、居

住于一体的慢生活生态休闲旅游区。

四季常绿、三季有花，西山不仅实现了

从满目疮痍到“郁郁苍苍三十里”的转变，

而且正在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极。以绿养

山、以绿保水、以绿护城，华丽变身的西山

将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