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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美了
王秋平 本报记者 胡海林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
连日来，在朝阳北票市南八家子乡

红村“天鹅湾”，数百只白天鹅三五成
群，或栖息湖畔，或游弋觅食，或交颈依
偎，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前来观赏。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每年10月中旬到次年3月，在此越冬
的天鹅数量逐年增加，从最初的30余
只达到目前的400余只。当地组织乡
政府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和志愿
者、护河员等加强景区巡护和宣传，
引导游人爱护生态环境，自觉守护越
冬天鹅。

游客的到来，带动了红村的旅游
业，村里不仅打造了美食一条街，而
且相继建起了近 20 家民宿、农家乐，
让当地农民守家吃起旅游饭，增加了
收入。

同样的场景，在盘锦辽河口湿地
也频频出现。每年，包括丹顶鹤在
内的近百万只候鸟到此迁徙停歇或
繁殖。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能观测
到的黑嘴鸥仅有1200余只，如今这里
黑嘴鸥的数量已增长到上万只，俨然
成为黑嘴鸥的故乡。

为呵护好鸟儿的家园，维护生物
的多样性，2015年起，盘锦市实施“退
耕还湿”“退养还湿”工程，实现598户
养殖业户全部退出，恢复湿地8.59万
亩，恢复自然岸线15.77公里，造就了
全国最大的“退养还湿”单体工程。
2022 年 6 月，盘锦荣获“国际湿地城
市”称号。

“十四五”以来，我省累计落实省
以上湿地保护与修复资金9990万元，
实施湿地保护与修复项目，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9167 万元。连续在辽宁双
台河口国际重要湿地实施湿地生态
效益补偿项目，开展湿地生态补水、
水系疏浚。依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及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我
省湿地总面积达到1916.22万亩。

环境好了，鸟儿来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故事，时时在郁郁葱葱的
山林里和春意盎然的湿地中上演，为
维护着这份“家”的宁静与自然，辽宁
诚意满满。

本报讯 日前，省林草局召开视
频会议，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
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省“两会”和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
会议精神，聚焦省委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攻坚行动，部署林草今年工作，
并要求咬定目标不放松，为建设美丽
辽宁作出林草贡献。

我省今年林草九项重点工作涵
盖造林绿化、资源保护、机制建设、
生态修复等多个方面：

巩固完善林长治理体系，构建长
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林长制综合治理
体系建设，发挥好林长办职能作用；强
化林长制监督考核和结果运用，以考
核促进林草资源保护发展；加强统筹，
结合重点工作，强化部门协作。

全面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守住
自然生态安全边界。要加强森林资
源保护，持续全面禁止天然林商业
性采伐，完成林草湿荒四个领域
1401个样地的生态综合监测国家任
务；深入开展森林督查，做好森林督

查问题整改“清零行动”收尾工作，
推进年度“动态清零”工作；加大草
原保护修复力度，推进草原有害生
物防控；强化湿地保护修复。

深入推进科学绿化，统筹开展
生态保护修复。以科学绿化试点示
范省建设为契机，科学开展国土绿
化行动，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继

续实施辽宁双台河口国际重要湿地
生态效益补偿项目，修复治理两处
省重要湿地；推进绿满辽宁工程林
草类项目建设，计划完成建设面积
247.83万亩；加强城乡绿化建设，完
成村庄绿化植树300万株，以及做好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以辽河口国家公园设立为牵引，

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
快推进辽河口国家公园设立工作，同
步平行推进辽河口国家公园总体规
划和生态保护修复等专项规划组织
编制工作；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预案；持续推进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第二期）申遗工作。

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维护生物
安全。要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保护，实施丹顶鹤、中华秋沙鸭、东北
红豆杉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
保护和栖息地修复；打击乱捕滥猎和
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行为，实现综合
整治；抓好野生动物疫病和致害防
控，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主动
预警采样；积极创建国家植物园，高
质量保护野生植物资源。

强化林草灾害防控，守牢安全发
展底线。坚决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持续推进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
建设，确保森林火灾受害率低于国家
控制指标；扎实推进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计划除治松材线虫病疫木80.14
万株，省统一实施媒介昆虫飞机防治
作业面积146万亩次，争取拔除1个

疫区，2个疫区实现无疫情。
持续深化林草重点改革，破解发

展难题。推进林草“放管服”改革，进
一步梳理完善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依
法依规开展林地草原用地审批；推进
现代国有林场试点创建工作；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计划培育林业专业
合作社、家庭林场等新型林业经营主
体20个，建设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
面积5万亩；探索推进林草碳汇试点，
并启动林业碳汇开发项目。

夯实支撑基础，服务保障发
展。要积极推进林草法治建设，推
进辽河口国家公园、辽宁省湿地保
护条例等相关立法工作；强化资金
保障监管，加强项目储备，保障林草
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要加强林草
科技支撑，推进林草标准化建设；保
障种苗供应与种质资源安全等。

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推进林草
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强政治建
设、理论武装、廉政建设和队伍建
设，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林草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
作为。 王秋平

我省确定今年林草九项重点工作

从扩绿到提质
绘就绿色新画卷

国土绿化，利在千秋。近年来，
我省持续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描绘
绿水青山新画卷。

初春时节，铁岭开原市靠山镇
的苗木基地呈现出繁忙的景象：苗
农们一边忙着种植、移栽苗木，一边
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乔木、花灌
木、宿根花卉、造型苗木、高新彩色
苗木……这里的苗木涵盖五大种类
300 多个品种。按照惯例，远销南
方、华北地区的苗木已陆续起苗，而
本土绿化用苗则会在四五月迎来高
峰。

像靠山镇这样的苗木基地，在
我省还有很多，为全省扩绿提供了
基础保障。

近几年，我省坚持以落实科学
绿化试点示范省建设为牵动，以实
施绿满辽宁工程建设为抓手，科学
推进国土绿化，圆满完成了各年度
各项计划任务。去年，全省完成造
林作业面积 122.55 万亩，占省政府
下达计划100万亩的122.55%。

“积极推进科学绿化试点示范
省建设，给我们带来很多变化，首先
是绿化理念思路的转变。以提高困
难立地造林绿化成效为切入点，将

‘科学、生态、节俭’的科学绿化理念
要求融入造林绿化工作的规划、计
划、设计和管理全过程。”省林草局
相关负责人说。

基于科学国土绿化，我省在扩
绿提质工作上进行了调整：在修复
方式上，积极推进从以人工修复为
主向以自然修复为主的转变；在树
种选择上，积极推进从主要栽植乔
木树种向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
则草的转变；在造林方式上，积极推
进由抗旱造林向节水造林的转变；
在造林用地上，积极推进由以林地
为主向可绿化国土的转变；在造林
设计上，积极推进作业设计由简单

简约向精细化精准化转变。
在朝阳，造林绿化重点放在交通

干线、河流两岸等重点区位，一方面
优先选择乡土树种，提高造林成活率
和保存率；另一方面，坚持工程化造
林、专业化造林，全力提高科技支撑
能力；同时突出“两杏一枣、特色经济
林”思路，优先种植生态经济树种，为
百姓增收致富增添新途径。在阜新，
101国道两侧“绿色廊道”里皂角、海
棠成荫；彰武县阿尔乡镇油松、元宝
枫成片；玛瑙小镇十家子镇的金叶
榆、丁香、五角枫色彩浓烈……

我省国土绿化不再单纯追求面
积，而是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并重，正逐步改善森林结构，打造森
林景观，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从绿化到美化
推窗见绿惠民生

最近，沈阳市和平区希春巷的
居民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不远处的青年宫口袋公园，从
前沿、互动、艺术、生态、休闲五个维
度出发，打造成当地一处有趣的景
观，吸引着大家前来聊天、休闲。

在沈阳，一个个精巧别致的口
袋公园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
诗意生活成为现实。立足于全国城
市更新试点，沈阳大力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和背街小巷整改工作，在街
头巷尾修建口袋公园也成为城市更
新的重要一环。仅 2021 年至 2022
年，该市已建起 2000 余座城市口袋
公园，大大提升了居民宜居生活的
获得感。

为解决造林绿化“在哪造”的
问题，我省林草部门组织运用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和最新年度国土变
更调查成果，完成了全省适宜造林
绿化空间调查评估工作，把适宜造
林绿化的土地纳入造林绿化空间范
围，落实到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上。

见缝插绿，成为我省城乡国土

绿化的一道风景。
去年，在省林草部门的指导下，

辽阳市积极申报并获得“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至此，全省“国家森林
城市”已达8个，初步形成了辽中南
地区“森林城市群”框架。

在生机勃发的乡村，各地也把
乡村绿化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
作，利用废弃闲置土地、边角地、四
旁隙地等开展乡村绿化。一批批乡
村森林公园和森林乡村应运而生，
一条条森林绿道和森林驿站不断涌
现，见缝插绿，出门赏景，让乡村更
加宜居，乡愁更浓。

走进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向阳
乡和平村，美丽乡村图景令人眼前
一亮：青山悠悠，碧水潺潺，宽阔整
洁的街道，花团锦簇的庭院，红瓦白
墙的民居比比皆是。近年来，依托
近旁的枫林谷景区，该村荣获国家
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称
号，和平村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走出一
条向阳的小康之路。

科学实施国土绿化不仅保护了
环境，而且实实在在惠及民生，不少
百姓端起“生态碗”，吃上“绿色饭”，
让生态产出更多效益成为现实。

从独唱到合唱
扮靓家园换新颜

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
源，呵护森林资源倡导“共建”“共享”。

我省将森林资源管护纳入林长
制管护网格管理，各级林长在国土
绿化、资源保护等方面靠前指挥，各
地通过“林长+”协作机制形成了工
作合力，变林草部门“独唱”为多部
门“合唱”，为巩固国土绿化成果提
供了有力保障。

在辽宁，各部门各单位种好“责
任田”，合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已蔚
然成风：住建部门开展城市功能与
品质提升行动，大力提升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教育部门
去年实施“千校万树”校园绿化工
程，推进植树与管护、教育与宣传一
体化；自然资源部门持续推进矿山
生态修复，去年治理历史遗留矿山
9.74万亩，并规划未来三年复绿矿山
43.7万亩；水利部门巩固辽河等重点
河流134.5万亩滩区生态封育成果，
去年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2.2
万亩……

同样，义务植树在辽沈大地深
入人心。每到春季，形式多样的义
务植树掀起兴绿护绿的热潮，在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参与的
国土绿化行动中，“代表林”“政协
林”“清风林”“青年林”“校友林”等
随处可见。仅去年，我省全民义务
植树达到6019万株。

建好林，更要护好林。
每天早饭后，护林员王伟山便

开始了一天一次的巡山工作。十多
年的护林工作，让他对自己管片儿
的林地非常熟悉：山顶一圈是天然
林，山脚道边是退耕栽的红松……
他随身携带装有“林长通”APP的手
机，完整记录下他当天的巡山轨迹，
反馈至桓仁满族自治县林长制智慧
管控平台。若遇问题，他会第一时

间拍照上传平台，并获得及时反馈
和处理。

得益于日渐完善的五级林长体
系，我省 2.5 万余名林长上岗履职，
并累计开展巡林40余万次，解决了
多项重点突出问题。省、市林长办
还将“清零行动”、防火防虫等内容，
向同级林长提供问题清单，推动以
问题为导向巡林，搭建起守护绿色
的“铜墙铁壁”。

在防火上，去年出台了《辽宁省
森林草原防火基础设施中长期规划
（2022-2030 年）》，重点推进火灾防
控基础设施建设。在松材线虫病疫
情防控上，实现“五下降”（疫区、疫
点、发生面积、染疫小班、病死株
数），拔除1个疫区、7个疫点；本溪、
丹东以及大连市的4个区无疫情，全
面完成国家局下达的防北扩任务。
同时，形成了以“五个一”（制定一部
条例、搭建一个平台、出台一个指
南、建立一套机制、开展一项行动）为
核心的辽宁松材线虫病防治模式。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绿水青山已深度融入发展
与生活，4200 多万辽宁人民凝聚着
建设美丽家乡的热忱和毅力，扮靓
家园坚定前行。

冬去春来，和风拂
煦，浅浅绿意铺陈大地。

站在阜新市彰武县
大德镇欧李山观景台

上，一幅山水林田湖草沙多元生态
业态交汇的画面呈现眼前：西旧
府湖碧波荡漾，数千亩防风固沙
林绵延起伏，林立的大风车随风
旋转……

大德镇位于科尔沁沙地南部、
蒙古高原与辽河平原之间农牧交
错地带，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也
曾是我省抗击沙地的最前沿。岁
月荏苒,斗转星移。持续不息的造
林、治沙，让这里以山、水、林、湖、
草、沙交相辉映的独特景致，成为
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区。

这是我省推进高质量国土绿
化的一个典范和缩影。近年来，
“高质量”成为我省国土绿化的关
键词，在扩量提质绿化、城乡绿化、
部门聚力绿化工作中，走出了一条
科学、精准的国土绿化之路，厚植
起“美丽辽宁”的生态底色。

核心
提示

厚植“美丽辽宁”的生态底色
——我省科学推进国土绿化综述

王秋平 本报记者 胡海林

“一年之计，莫如树
谷；十年之计，莫如树
木。”对大自然心怀敬
畏，努力植树利在千秋，
早已刻进我们的民族基
因里。

今年3月12日，是我国第45个植
树节。风在呼，雨在唤，布谷鸟啼，正
是一年春光好，我们在此号召大家积
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用行动和汗水，
种下一片新的绿色希望。

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林业在维
护国土安全和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
治理中占有基础地位，是事关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几十
年来，秉承锲而不舍的拼劲，我省人
民在荒漠化土地治理上创造了一个
个奇迹。科尔沁沙地南缘，成片郁郁
葱葱的樟子松林，是我省抗击沙侵70
年的历史记忆。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
河生。”用日积月累植树造林的潜功，
才能造就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显
功。“十四五”是我省林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机遇期，如何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
理，如何提升优质林产品和生态产品
供给和服务能力等，破解这些新课题
都离不开众人的广泛参与。

建绿兴绿，也要爱绿护绿。家
具、地板、纸张、餐具……我们时时在
消费着环境，亲手栽下一棵树是贡献
的一种方式，同时努力践行良好的环
保行为习惯，减少对森林资源的依赖
和破坏，把节约低碳的理念融入自己
的日常行动中：多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自备环保购物袋，点外卖少要一
次性餐具……这些，都是新的“植树”
方式。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
林。我们相信，全民动手、全社会共
同参与，便能不断创造更加宜居的生
活环境，建设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的美丽辽宁。

众人植树树成林
胡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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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北边界林带郁郁葱葱。 本版图片由省林草局提供

丹东东港大孤山下湿地美如画。

宽甸满族自治县公益生态林披上“彩衣”。

北票红村白天鹅数量逐年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