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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林长+警长+护林员+防火队员”模式

我市林长制擘画“美丽永康”精彩画卷
又是春风吹新绿。走入永城田间小巷，到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风景如画，十分养眼。
2021年，省、市两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21年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林长制。去年

以来，我市全面推行林长制，构建“林长+警长+护林员+防火队员”模式，分级设立市、镇（街道、区）、村三级林长和警长
体系,整合林业队伍力量，强化日常督查指导，确保“山有人巡、树有人护、责有人担”，为建设现代化新永康筑牢生态屏
障、壮大绿色动能。在林长制的助力下，一幅山清“木”秀、鸟语花香、生态宜居的绿色画卷正在我市展开。

开展增绿增效行动 促进绿色惠民富民
林长制是党中央继推行河（湖）长

制之后，进一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省、

市两办印发林长制文件以来，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于 2021 年 10 月印发

实施《永康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为我市林长制

各项制度建设奠定基础保障。

《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2021 年

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市、镇（街道、

区）、村三级林长制管理体系；到 2025

年年底，林长制管理体系基本完善，将

高质量建成“森林永康”。全市林地保

有量稳定在 85 万亩，森林覆盖率（省

标）达 56.6%以上，活立木蓄积量达

545 万立方米，“林分”结构进一步优

化，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明显提升；到

2035 年年底，全市林地保有量、森林

覆盖率、湿地保有量等保持稳定，森林

生态系统趋于稳定，“林分”结构更加

科学合理，森林碳储量大幅增加，基本

实现林业数字化、现代化建设。

战鼓催人，风生水起。我市迅速

设立市级林长，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担任总林长，市政府分管林业领导担

任副总林长，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担

任总警长，联系镇（街道、区）的市领导

担任所联系镇（街道、区）的市级林

长。各镇（街道、区）参照市级设立林

长、警长，行政村参照镇（街道、区）设

立林长，林区设立林区警长，分级分片

实现林长制管理全覆盖。在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设立永康市林长制办公

室，由该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主

任。全市共设立市级林长 34 名、市级

警长 3 名；镇级林长 162 名，镇级警长

11 名；村级林长 721 名，林区警长 61

名；村级护林员 201 名；全市设立森林

消防队伍17支，消防队员888名。

在此基础上，为确保林长制工作

全面落地见效，助力林长制改革资源

整合、人员配合、成果拓展，我市制定

了林长制部门协作制度、巡护巡查、

信息公开、督查考核等六项配套制

度，通过规范工作机制，强化考核督

查，实现“有人管事、有人做事、有人

监管、有人担责”林长制标准化，建设

“闭环”责任链。

在我市第一次市级总林长会议

上，市委书记、总林长章旭升强调，我

市要做好绿色这篇文章，扎实开展林

业增绿增效行动，促进绿色惠民富

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绿色获得

感、生态幸福感，全面提升森林资源

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要把全面推行林长制作为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一子落、全盘活”的重大

抓手，深挖潜力、加快打通“两山”转

换的通道。

做好“三绿”文章 推进永康大花园建设
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是反

映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指标。在全面推行林长制的过程

中，我市将建立最严格的林业资源保

护机制，对林业资源进行全过程、全方

位、全领域保护，守好每一座青山、护

好每一片森林，切实提高森林覆盖率，

坚定不移做好“增绿、护绿、活绿”三篇

文章，扎实推进永康大花园建设。

抓“增绿”，高质量提升森林资

源。扎实推进新增百万亩国土绿化行

动，合理安排绿化用地，大力开展山地、

坡地、城市、乡村、通道“五大森林”建设，

深挖造林潜力，重点推进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工程、城镇公园工程、美丽乡村绿化

工程、重要道路绿化工程、美丽城防绿化

工程五大重点工程，积极推动生态文化

基地创建和新一轮“一村万树”示范村建

设，充分挖掘绿化空间潜力。

强“护绿”，高保障保护森林资

源。实行最严格的资源保护管理制

度，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毁林、毁

湿和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各类违法

犯罪，按时完成每年森林督查案件处

理。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 5 年攻

坚行动，力争实现发生面积、疫点数量

和病死树总量“三下降”。完善森林资

源监测网络体系，运用好森林资源管

理“一张图”管理监督平台，健全森林

督查制度，完善森林督查体系，提高预

警预判、有效发现和快速查处能力；严

格野外火源管理，健全护林员网格化

管理体系，筑牢森林防火墙，建立健全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安全预警、综合防

范、应急救援机制，开展森林火灾风险

普查，打好松材线虫病防控攻坚战。

促“活绿”，高效能利用森林资源。

加快数字林业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多层次搭建林业融资平台，引

导社会资本投入森林资源培育和开发，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

济等绿色惠民产业，不断探索创新“一

亩山万元钱”生态富民新模式，积极谋

划现代林业经济示范区建设，不断提升

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积极探索将林业

碳汇纳入绿色发展财政奖补范围，完善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逐步统一天然

林与公益林补偿政策，优化重要湿地

生态补偿制度，持续推进千万亩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着力培育大径材，

提高林分蓄积，提升碳汇能力。

“十三五”以来，我市林业工作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围绕加快建设“两富”“两美”

现代化浙江战略部署和“五年绿化平原

水乡、十年建成森林浙江”的总体要求，

大力发展生态林业、富民林业和人文林

业，取得优异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六

个方面：

森林资源稳步增长。全市森林面

积88.7万亩、森林蓄积437.5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 56.51%；拥有省级以上

自然保护地 4 个，总面积共 24.415 万

亩，占市域面积的 15.55%；建设省级公

益林 44.515 万亩，挂牌古树名木 1665

棵，陆生野生动物71科256种。

聚焦“增绿”，加快“五大森林”建
设。“十三五”期间，我市重点建设山地

森林、坡地森林、城市森林、乡村森林、

通道森林“五大森林”，全市累计新增国

土绿化面积 1.335 万亩，参加义务植树

77.4 万人次，植树 223.7 万株；完成了新

一轮古树名木普查，实施“一树一策”保

护管理，探索古树名木认养活动，采取

多种复壮措施，共修复古树名木 423 株

次；五金大道通道绿化、历山省级森林

公园、杨溪湿地、临石公路等入选浙江

省十大最美系列。

森林系列创建成效显著。“十三五”

期间，我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全

市16个镇（街道、区）均完成省级森林城

镇的创建，拥有全国生态文化村1个、全

国自然教育基地 1 个、省级森林康养名

镇 2 个、省级生态文化基地 9 个、省级森

林人家 3 个、省级森林村庄 25 个、省级

“一村万树”示范村5个。全市拥有省级

以上林业龙头企业 5 家、省级家庭林场

3 家、各类林业专业合作社 7 家、省级现

代林业示范区2个。

承担两项林业改革试点工作。我

市承担国家林草装备科创园和省松材

线虫病综合治理示范市等两项国省级

试点工作。省部共建的“国家林草装备

科技创新园”总规划面积约 4.5 平方公

里。经过一年来的筹建，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力争用两年时间完成科创园一期

项目的建成投产。

森林防灭火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加强森林防火宣传，严格管控野外火

源，“十三五”期间森林火灾受害率为

0.1‰以下。完成《永康市森林防火规

划》编制，启动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工作，

全力推进“引水灭火”提升工程。

林业考核成绩全优。“十三五”期

间，省政府对市政府“森林浙江”目标责

任制考核实现“五年全优”。我市 2021

年度被评为“省绿化模范单位”、浙江省

生态文化建设突出贡献集体、浙江省松

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全面禁止非法交易

和滥食野生动物工作突出贡献集体、浙

江省现代林业经济示范区；方岩山全省

第二批名山公园。

我市林业“十三五”
主要成效

■阅读延伸

融媒记者 吕鹏

历山国家森林公园

三江六岸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