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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黑土地保护的法治屏障

吴

浩

8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黑土地保护法》施行，这是全球第

一部针对黑土区黑土地资源利用

与保护的国家法律。黑土地保护

的立法目的就是要通过实行严格

的黑土地保护制度，确保黑土地

总量不减少、功能不退化、质量有

提升、产能可持续。但要实现这

个目的，还要在立法的基础上，构

建起行之有效的黑土地保护治理

体系。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

熊猫”。黑土的形成需要一个漫

长的过程，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形

成 1 厘米，一旦遭受破坏很难在

短期内恢复。我国黑土区主要分

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大部分地

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粮

食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粮

食调出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是 保 障 我 国 粮 食 安 全 的“ 压 舱

石”。然而，由于长期高强度开发

利用，加上风蚀、水蚀等侵害影

响，导致黑土层厚度和有机质含

量下降，土壤酸化、沙化、盐渍化

加剧，水土流失严重。

精准掌握黑土耕地“家底”，

是做好黑土耕地保护的基础。当

前 ，黑 土 地“ 底 数 不 详 、病 况 不

明”，严重制约了黑土地保护利

用。为此，自然资源部要求四省

区组织开展黑土耕地调查，进一

步明确黑土区内黑土耕地类型、

分布、数量、质量、保护和利用状

况等，作为严格管护的基础。从

长期来看，应积极探索构建黑土

耕地档案，建立黑土地资源大数

据平台，实现“数字黑土地”和全

国黑土地资源“一张图”，对黑土

地数量、质量、生态现状及变化进行定期监测和预警管

理，为黑土地精准保护和黑土地保护法有效实施提供

数字支撑。

黑土耕地应全部纳入耕地保护红线任务，为黑土

地保护法实施设定明晰的法律边界。当前，各地正在

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区三线”划定工作，黑土

层深厚、土壤性状良好的黑土耕地应当优先划为永久

基本农田，逐地块上图入库，严格实行特殊保护。同

时，要综合考虑黑土区耕地保护需要、未来人口变化趋

势等因素，分类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减少工业化、城镇

化建设对黑土耕地的占用，从严约束城乡建设无序蔓

延对黑土耕地的侵蚀。

要加强黑土耕地保护的监督执法。徒法不足以自

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在黑土地保护法施行过程

中，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护好农民利益，调动农民

开展黑土地保护的积极性。同时，注重发挥市场作用，

完善黑土地保护投入保障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黑

土地保护，要通过强化科技支撑服务，实现“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切实提高黑土地综合生产能力。对于非农

建设占用黑土耕地，盗挖、滥挖黑土耕地等违法行为，

则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来保护黑土地，切实发挥

好黑土地保护法的作用，筑牢黑土地保护法治屏障。

青岛市城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徐立强：

用心用情守护野生动植物
本报记者 刘 成

最近一照镜子，徐立强感觉自己老了不

少，40 岁刚出头，两鬓已经出现了不少白发，

这些年，他净为鸟操心了。

徐立强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身份——青岛

市城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虽说是

芝麻大的官，但担子却有山那么重。20 年来，

为了那些鸟，他卖房、舍命，父母劝他放下，朋

友骂他傻，他却像打了鸡血一样，一猛子扎下

去，任谁都拉不住。

2017 年冬天，那是徐立强当上会长的前

一年。他准备了一桌好菜，想将自己卖婚房

建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的想法委婉地知会老父

亲一声，谁知话头刚一露，老父亲就被气地摔

了酒杯：“你个败家子！”时至今日，老人依然

觉得中国人一辈子，不就为了个房子而拼？

妻子王令云也说：“忙活这么多年，好不容易

在市里买上房，还没怎么住就卖了，说不难

受，那是假的。”接下来，让老父亲更难以理解

的是，执拗的儿子前脚刚将房子卖了，后脚就

把外贸公司的工作也辞了。

至于为啥辞职，徐立强心中有着自己的

主意。“在救治动植物时，经常半夜一个电话

就得走；在候鸟迁徙时，为保护它们免遭贼

手，凌晨 4 点就得上山清网，以前兼职干，我使

不出多大劲儿。而辞职后，我可以全天候放

手大胆地干了。”

徐立强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建在崂山西

麓半山腰处，这里原先是他家的果园。几间

依山而建的小屋，内钢外木，十分结实，与大

自然浑然一体。

“很多受伤的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经过休

养生息，很快就回归了大自然。”徐立强指着

身旁的一只小鸟说，“这是我们刚解救回来的

小家伙，它最喜欢吃黄粉虫子，每天都要给它

买新鲜的。前段时间我们刚放飞了一只雕

鸮，那家伙贼能吃，平均一天能吃一只鸡。”不

用猜就知道，他卖果子的钱，不少都偷偷补贴

给了这些小家伙们。

然而，金钱的付出是最不值一提的，在保

护野生动植物的过程中，有时候是殊死较量。

为保护候鸟，徐立强敢于豁出性命。在

劝阻盗猎者盗捕鸟类时，他曾被对方用镰刀

砍到鲜血直淌，至今眉骨处和手背上还留有

伤疤；每次去巡山清网，他都要从熹微走到黑

透天，有一次山滑路湿，他一脚踩空从山上滚

落下来，一头撞到大石头上，昏迷了十几个小

时，直到现在后脑勺上的头发也遮不住那条

长疤⋯⋯

这样做，值得吗？他指着崂山缓缓说：

“我打小就在这里长大，以前一到春天，这里

漫山都是映山红，飞鸟呈遮天蔽日之势掠过，

野兔、獾在路上随处可见，山泉潺潺，捧起来

便 能 喝 。”身 形 瘦 削 的 徐 立 强 ，双 眼 望 向 远

方。这么多年，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大梦想：

让家乡恢复到儿时的美丽模样。但他知道这

条路阻碍重重。

起初，耿直如他，像布道者一般，走哪说

哪，逮住谁都要科普半天保护野生动植物的

重要性，渐渐地就连很多亲戚朋友都不理他

了，也有不少人在背后骂他是“彪子”。

面 对 众 多 不 解 与 质 疑 ，徐 立 强 也 灰 心

过。“我也有彷徨的时刻。做公益就像爬山，

爬到一半时，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不断遭受

着精神折磨。以前我睡眠很好，现在睡觉变

得很轻，导致早衰严重，出门经常被孩子们喊

爷爷。”说完，他深思良久：“但我每次感到困

惑时，都会在无形中感受到一股向上的托举

力。我知道，这力量，是不断涌现在我身后、

跟着我一起干公益的志愿者们给的。”

在这群志愿者中，有一位叫刘学永的老

人，他生前曾担任过青岛崂山林场场长，对于

花草树木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在身患重病

时，他将自己按照萌芽期、花期、果期变化拍

摄的各种野生植物的 20 多万张照片与多年来

收集到的一手珍贵资料都无偿托付给徐立

强，“每个物种都有它的价值，都是大自然的

馈赠，这些资料只要能激发出孩子们一丁点

儿的兴趣，我这一辈子无悔无憾”。

“生态环保不是一时兴起，它需要的是代

代努力、久久为功。”老人生前的话不断萦绕

在徐立强耳边，“既然改变不了祖辈们的生活

方式和思想观念，那就改变下一代，毕竟孩

子、年轻人接受新思想更快。”

实干的徐立强马上找到自己以前的初中班

主任、2013年时任城阳第九中学的校长曲新忠

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而曲新忠早已对环境保护

有了超前认识，在他的支持下，徐立强的环保理

念很快被引进城阳九中，“这一举动在当时还开

创了青岛市‘生态教育进校园’的先例”。

如此一来，在繁忙的救治野生动植物的

工作之余，徐立强又多了一项给孩子们讲公

益课的任务。“如今，我们协会已经与 50 多家

学校建立了联系，每年都要与它们联合开展

百余场环保课。而那些环保科普知识，很多

都来自刘学永老人提供的那份独家资料。”

几年后，令徐立强意外又振奋的是，他到

一所学校进行爱鸟护鸟宣传时，随着几次爱

鸟护鸟知识的深入讲解，渐渐地，学校里有个

孩子也成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小志愿者。“用

镰刀砍伤你的人，就是他爷爷。如今，老人再

捕鸟，他孙子都不答应。”有人这么告诉徐立

强。让环保意识扎根在孩子心中，让他们去

影响身边人乃至整个社会，徐立强的这一想

法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家庭。

“我爸原来搞盆栽，都是去山上挖黑松，

自从我跟立强大哥做了几次护鸟志愿者，硬

是‘逼’着我爸搞起了种植化盆栽，以前一年

也就挣个几万元，现在一年反而可以挣到 50

多万元。”受徐立强影响，大学刚毕业就加入

城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徐双，如今成

了协会里的团支部书记。

保护野生动植物这件事就像一个三棱

镜，照进一束光，会折射出一道彩虹。

在徐立强的影响下，城阳区野生动植物

保护协会的公益群体汇聚成了一支 5000 余

人的志愿者队伍。这些年，他们配合当地

自然资源部门、林业部门等积极开展

“走进大自然、爱鸟护绿”“青岛护飞

行动”，每天进山打击违法捕猎，割

除张挂、定置的捕鸟网具，解救野

生鸟类。截至目前，共收容救护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红角鸮等野

生动物 1700 余只；保育濒危植

物青岛百合 400 余株；还将被

市民侵占的 11 个白沙河小岛，

通过几年艰苦改造，变成一座

座绿意盎然的“鸟乐园”，如今

就连“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

也被吸引来了。随着广泛开展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宣传，徐立强

与他的志愿者团队成了远近闻名

的野生动植物“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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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建立四级林长体系全域守护生态——

绿了山林 富了村民
本报记者 谢 瑶

虽已入秋，湖南长沙却依然

是高温天气，暑气丝毫未减。但一

走进长沙山林，满眼苍翠，绿树成荫，凉爽

宜人。

去年以来，长沙市全面建立市、县、乡、村

四级林长体系，以“林长制”推进“林长治”。

通过建立健全林长巡林工作机制、“四级三

员”林长制度和构建网格治理等，长沙探索创

新护林手段，做优做强林业产业，为实施“强

省会”战略筑牢生态屏障、壮大绿色动能。

协同管林

“严禁野外用火、砍伐林木⋯⋯”烈日当

头，浏阳市高坪镇双江村护林员张金明在责

任网格内巡林，随身携带的喇叭里循环播放

着护林宣传语。

“早上 6 点多进山，有时候要到晚上七八

点钟才回来。”张金明说，查看树木生长情况、

病虫害发生情况、乱砍滥伐情况、巡查野外违

规用火等，是他每天的工作。

像张金明这样的护林员，遍布长沙的山

林大地。在长沙已建立的市、县、乡、村四级

林长体系中，设立市级林长 11 名、县级林长

83 名、乡级林长 1068 名、村级林长 2390 名。

在此基础上，长沙市划分管护网格 1161 个，在

每个网格配齐护林员、监

管 员 、执 法 员

“三员”队伍，1161 名专

职护林员、826 名监管员、265 名执法

员“战斗”在长沙的每一座山头，巡查野外用

火、乱砍滥伐、侵占林地行为，监测森林病虫

害，保护野生动植物，走村入户宣传防火，真

正实现了“山有人看、林有人护、火有人管、责

有人担”。

推深做实林长制，“制”是保障。在长沙，

市级林长统一指挥，林业、应急、气象、公安、

检察院等部门通力合作，建立林长巡林“林

长+检察长”工作机制；联合气象部门建立全

省首家林业物候监测基地，并建立常态化的

森林火情发布机制；浏阳市、长沙县每个乡镇

（街道）都组建一支 40 人以上的森林消防大

队，实现森林火灾“半小时救援圈”；宁乡市以

环保志愿者协会为平台，聘任 350 名“百姓林

长”⋯⋯广泛的协同联动在长沙的绿色舞台

“上演”，形成了林长制的“大合唱”。

智慧护林

“大屏幕上的红点移动轨迹，是护林员的

巡林行动轨迹，他们的动态和位置可以随时

查看。”在浏阳市洞阳镇智慧林火监测预警平

台指挥中心内，洞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镇

第一副林长陈满红通过平台与正在山间巡逻

的护林员周上京对话：“请打开摄像头。”平台

大屏幕即刻显现周上京的巡逻场景。陈满红

说，智慧林火监测预警平台共有 6 个热成像采

集高清摄像头，每 2 分钟完成一次 360°探测

旋转，基本覆盖 72 平方公里重点林区。当

通过热感应或烟感应探测到有森林火点

或烟雾时，平台会自动报警，并第一时

间将火情抓图、录像、地理位置等信

息传送至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通

过林长制巡护管理系统定位护

林员位置，及时通知距离火点

最近的人员上前处置。

同 样 引 进 使 用 智 慧 林

火 平 台 的 还 有 宁 乡 市 。 自

2020 年 始 ，宁 乡 市 将 全 市

193 万亩森林资源划分为 318 个网格，每个网

格由 1 名专职护林员负责巡护管护，每名护林

员的行动轨迹都能在智慧林业平台上查询

到。“网格制”管理带来明显效果。宁乡市林

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宁乡市林业局

党组书记、局长刘晴明说，2019 年，国家林草

局森林督查下发宁乡有 96 个违法图斑（存在

林地破坏或林木砍伐迹象），全市接到森林火

警 54 起；到 2021 年，违法图斑只有 48 个，全市

接到森林火警仅 10 余起。

加快建立智慧林业体系是《长沙市全面

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中明确的重要任务。

以智能巡护为基础，市级政府率先建立了智

慧林业平台，融合林业时空大数据库、资源动

态监管系统、林业综合执法系统、综合态势展

示系统，形成“一库、一平台、多应用”。

除了平台在林火监测上的应用，长沙市

林业局对智慧林火监测平台的不断创新，实

现了智慧林业的功能延伸，从单一的森林防

火到林地管理、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

等，形成了全方位的智慧林业网络。2021 年

长沙市率先全省启动松材线虫病五年攻坚行

动，通过智慧平台的运用，于去冬今春超额完

成疫木除治任务，已清理疫木 29.17 万株，完

成计划清理量的 121.67%。

产业富林

“作为林长，不仅要护林，还要想办法发

展林间经济，让林农们的腰包鼓起来。”长沙

市林业局绿化处处长胡东兵说，长沙市统筹

“一县一特”油茶产业、生态廊道、绿心地区林

相改造等工作，高标准建设湖南省长沙市国

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不断提升森林质量和

生态功能，建设一批高产稳产油茶示范林。

据统计，2019 年至今，长沙已建设油茶丰

产林 18.79 万亩，直接为林农增加茶油收入

6 亿元以上，带动二三产业增收 4 亿元以上。

油茶产业是浏阳市林业产业的一张名

片，该市镇头镇拥有湖南唯一集中连片达 10

万亩的油茶基地，2021 年销售茶油 500 吨，产

值 20 亿元。

“土桥村种植油茶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

全村 2.3 万亩山林有 1.7 万亩是油茶，这也是

土桥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镇头镇副镇长、

副林长彭路说，目前，全镇已完成 2019 年、

2020 年两期油茶丰产建设项目，共计完成油

茶丰产林改造 4.5 万亩，油茶产业产值今年有

望达 50 亿元。在全面推进丰产林基地建设的

同时，镇头镇还大力探索“林下经济”。改造

后的油茶林光照和养料充足，种上杜鹃花球、

花椒、红薯等，使林农实现经济增收。

油茶种起来了，林场里的树木种类也越

来越丰富了。

在浏阳市浏阳湖国有林场北沙分场，退

化林修复项目抚育修复工作正有序展开。“不

到一年时间，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模样了。为

推动国有林场退化林修复，我们通过抚育采

伐、林地清理、立地改良、补植珍贵树种等措

施，增强生态功能，增加经济效益。”浏阳湖国

有林场场长刘俊杰说，林场下属 8 个分场，多

年共实施珍稀树种项目 3.21 万亩，退化林修

复 2.8 万亩，依托林场资源，林场的景观林业、

休闲农业、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融合发

展，北沙分场所在的沙市镇东门村，村集体固

定 资 产 达 4000 多 万 元 ，村 民 人 均 年 收 入 达

3.76 万元。

“目前，长沙林地面积达 904 万亩，森林

蓄积量达 3086 万立方米。根据《长沙市全面

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2025 年，森林蓄积量

达 3500 万 立 方 米 ，森 林 覆 盖 率 稳 中 有 进 ；

2035 年，森林蓄积量达 4700 万立方米，林业

治理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长沙市林业局

党组书记、局长邓阳锋说，下一阶段，长沙将

继续全面推行林长制，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

绿化，构建林草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坚

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

林长制继续生根见效。

徐立强在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云头崮小学向学生科普鸟类徐立强在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云头崮小学向学生科普鸟类

保护知识保护知识。。 张张 军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湖南浏阳大围山层峦叠湖南浏阳大围山层峦叠

嶂嶂，，雾绕翠岗雾绕翠岗，，植被覆盖率高植被覆盖率高

达达 9999..55%%，，被誉为湘东被誉为湘东““绿色绿色

明珠明珠”。”。

邓立波邓立波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游客在湖南浏阳大围山避暑休闲游客在湖南浏阳大围山避暑休闲。。

杨广泉杨广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