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控松线虫病疫情
最大范围守护森林生态系统

今天是第 50 个世界地球日，主题为“珍爱美丽地球、守护自然资源”,旨在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动员自然资源工作者积极投身“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伟大实践，激发
市民形成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

去年，我市坚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深入推进地质灾害隐患“除险安居”行动，两年减少受威胁人数
1477 人；谋划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及“四未”土地处置专项行动，推进土地有效利用。今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进一步
树立山水林田湖草一体的生态理念，统筹开展自然资源修复治理，重点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积极深化地质
灾害防治、森林病虫害防控等重点工作，谱写自然资源新篇章，为“全面奔小康，永康新腾飞”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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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个“世界地球日”我们能做什么？

树立和谐共生理念 建设生态文明

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财产安全

根据气象局预测，今年我市暴

雨过程和暴雨日数均多于常年，强

度偏强；其中梅汛期雨量比常年明

显偏多，将出现较明显的降水集中

期，暴雨洪涝或城市内涝的可能性

较大；影响台风 2～4 个；盛夏有阶

段性高温热浪，高温日数接近常

年，但高温强度偏弱，气象干旱程

度偏轻；强对流天气和局地强降水

天气频繁，暴雨和短时强降水引发

的城市内涝、局地山洪、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较高。

根据地质灾害易发区划分结

果，结合我市特点，综合考虑地质

灾害对经济社会易损性大小及人

民群众的危害性大小，我市目前有

地质灾害防治重点防治区（Ⅰ）2

个，分别是：花街镇下堑-油坑地质

灾害重点防治区、花街-舟山-前仓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高易发区

主要分布于花街镇中西部及龙山

镇南部，包括花街镇下堑萤石矿、

花街镇下殿-下时萤石矿、花街镇

油坑-花街萤石矿、龙山镇胡塘下

萤石矿，面积共 9.12k㎡，主要为萤

石矿山采空地面塌陷危险区。

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各镇（街

道、区）要对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的

城镇点、交通线路、重要基础设施和

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一次全方位排

查。及时调整本辖区的地质灾害应

急预案，落实责任人和监测人。严

格执行汛期值班、险情巡查、动态监

测、灾（险）情速报等制度。

工作人员开展防汛检查工作人员开展防汛检查

什么是地质灾害什么是地质灾害??

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

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

作用有关的灾害称为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是我省仅次于交通事故、水

灾和火灾的第四大灾害。对人类的危害主

要为两个方面：对居民点的危害，地质灾害

特别是滑坡和泥石流冲进乡村、城镇，淹没

人畜，毁坏土地，甚至造成村毁人亡的灾

难；对公路、铁路的危害，地质灾害特别是

崩塌和泥石流，可直接埋没车站、铁路、公

路，摧毁路基、桥涵等设施，致使交通中断，

还可引起、正在运行的火车、汽车颠覆，造

成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

各类地质灾害前兆各类地质灾害前兆

1.崩塌:土石坠落、小崩小塌不断发生；

陡坡上出现新的破裂形迹，原有裂缝变长

变宽；动物出现异常现象等。

2.泥石流:大暴雨时出现山沟水位暴涨

或正常流水水位突然降低、中断；沟内出现

较大轰鸣声；动物出现异常现象等。

3.地面塌陷:抽、排地下水引起泉水的

干枯、地面积水、人工蓄水（渗漏）引起的地

面冒气泡或水泡、植物变态、建筑物作响或

倾斜、地面环形开裂、地下土层垮落声、水

点的水量、水位和含沙量的突变以及动物

的惊恐异常现象等。

地灾逃生需注意地灾逃生需注意

遇到突发地质灾害，第一时间撤离现

场，千万不能贪恋财物。

山体滑坡时，不要沿滑坡体滑动方向

跑，应向滑坡体两侧跑；泥石流发生时，不

要沿泥石流沟跑，应向沟岸两侧山坡跑。

确保自身安全后，尽快利用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拨打 110 报警，并报告给所在乡

镇及应急部门 。

偏远山区地质灾害发生后，如遇道路、

通讯毁坏，无法与外界沟通。应该尽快派

人将灾情向政府报告，以便尽快开展救援。

地灾防治小贴士

在我市，松树是现阶段的当家

树种，它们能生长在许多生态脆弱

地带，不过，一旦死亡很难有替补树

种。然而，一种名为“松材线虫”的

小虫子，正吞噬着我市宝贵的松树

资源。

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以

亿万计的数量聚集在一起，吸吮松

树的汁液、堵塞它的“血管”，令松树

无法喝水，无法呼吸，导致生长了几

十年、几百年的松树，迅速死去。

今年 1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公

布我市为松材线虫病疫区。松材

线虫病疫情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

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全

域清理、分类施策、稳步推进、全面

防控的工作策略，力求彻底扭转松

材线虫病防控的被动局面。

目前，我市各镇（街、区）还在

抢抓时间陆续开展松枯死疫木清

理工作，截至本月 15 日，全市共清

理松疫木 2.8 万吨，清理面积 4.1 万

亩，均已完成省下达任务数。

松褐天牛是松材线虫病的主

要传播昆虫。一棵枯死松树上多

的有几百条松褐天牛，而一只松褐

天牛最多能携带28万条松材线虫，

可见其传播力有多强。教授级高

工、市森防检疫站站长王政懂介

绍，防治松材线虫病最重要的一个

环节就是要赶在松褐天牛羽化前

尽量把病死松树清除干净，同时要

采用药防、技防等措施实行综合防

治。砍伐下来的疫木原则上都要

就地销毁，实行疫木利用的必须送

到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批的疫木

定点加工企业进行专业化灭疫处

理后使用，未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审

批的木材加工企业一律禁止非法

加工松疫木。

防治松材线虫病不仅做好山

上文章，还要管好山下疫木。非

法加工、存放、使用、调运松疫木

及 其 制 品 ，都 会 导 致 疫 情 传 播 。

开展检疫封锁、强化检疫执法、严

厉打击违犯森检法规行为，是切

断松材线虫病人为传播途径的有

效手段。

“松材线虫病疫木不能随意流

通、经营、加工和使用。但有些老

百姓不理解，经常任性地把疫木搬

回家存放、使用。还有一些经营户

明知故犯，非法经营、加工、调运松

疫木屡禁不止。这些都是导致疫

情传播的严重隐患。”王政懂呼吁：

希望广大村民要以防治松材线虫

病大局为重，切不可认为山上的树

是自家的，就擅自将松疫木拿回家

存放、使用，同时再次告知木材经

营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遵守植物

检疫法律法规，守法经营。 □记者 徐赛瑾 通讯员 李瑛洁 林果工作人员为松树打孔注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