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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的三
年目标是营造林1700万亩，
3年过去，各地累计完成营造
林1717万亩，除了各地高度
重视外，我市实施的一系列
创新性的激励机制至关重
要。

“我市在全国首创探索
建立的森林覆盖率横向生态
补偿机制就是其中之一。”市
林业局一负责人介绍，随着
大面积荒山基本实现绿化，
可用于大面积造林的土地开
始变得稀缺起来，一些地方
不愿把有限土地用于造林。
为了有效兼顾生态建设和经
济发展，我市探索建立提高
森林覆盖率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将森林覆盖率作为约束
性指标，对每个区县进行统
一考核，对完成森林覆盖率
尽责目标确有困难的，允许
其向森林覆盖率高出目标值
的地区购买森林面积指标，
用于本地区森林覆盖率尽责
目标值的计算。

实施这一机制后，江北
与酉阳、南岸与石柱等8个
区县，相继签订了森林覆盖
率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成交
森林面积19.2万亩，交易金
额4.8亿元。

在这一创新性机制的鞭
策下，各地国土绿化积极性
大增，一些地方认为，“购买
指标，不如自己主动挖潜，还
能绿化自身、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渝
北区就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统筹推
进生态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决定实施“双
十万”工程，即新建10万亩经果林、10万亩
生态林，以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推动现代
特色农业发展。2020年，渝北区全面完成
20万亩经果林和生态林的栽种。

此外，我市大力开展央地合作，用好绿色
金融政策，推动大业主实施大项目、发展大产
业，由中林集团控股的重庆市林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已获国开行授信100亿元，推动国
家储备林项目一期330万亩建设。深化国有
林场改革，国有林场经营管理森林面积较改
革前增加26.6万亩，森林蓄积增加383万立
方米。在15个区县探索推行林长制试点，覆
盖了主城“四山”以及三峡库区和大巴山、七
曜山、大娄山等生态敏感区，基本形成了市、
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林长指
挥体系，促进了各地国土绿化工作的快速推
进。

一些地方还创新国土绿化方式，加大推
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各级领导干部
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提高公民义务植树
尽责率，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绿色示范村
等活动为载体，动员组织全社会参与林业生
态建设，并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
及会议、标语、宣传车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
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的重大意义、政策措施、
先进典型等，通过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的认识，形成造好林、管好林，
要项目、争发展，主动关心、支持和参与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的共建共享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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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目标超额完成

长江两岸绿成荫 山清水秀美如画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好三峡

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重庆长远发展。

为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2018年2月，重庆启动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决心用3年时间完成营造林任务1700万亩，

实现到2022年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5%左右的工作目标。

3年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以“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全面推进持续

3年的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累计完成营造林1717万亩，巴渝大地呈现出一派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

据最新数据统计，2020年，全市共
完成各类营造林660万亩，较640万亩
的年度计划，超额完成20万亩任务，有
8个区县超额完成国土绿化任务。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庆始终坚持
高位强力推动。

按照市委、市政府坚持“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
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等重要指示要求，部署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1＋3”
工作。

为加快推动该项工作的落实，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就全市国土绿化
提升行动作出重要批示。为确保我市
国土绿化提升行动3年工作决战决胜，
市政府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对全市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每
年都对国土绿化工作进行督导督促。

市政府还与各区县政府签订目标
责任书，建立月通报、季检查、后进约
谈以及严格实绩考核的工作机制。市
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原
市农委和原市国土房管局印发了《重
庆市国土绿化提升行动营造林技术和
管理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国

土绿化提升行动的技术要点和管理要
求。市林业局与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制
定了工程实施检查验收及考核办法。

2020年，全市上下充分利用网络
办公、政务服务、视频会议等平台统筹
调度工作，及时将全年任务层层分解
下达到乡镇（街）、林场，做到目标明
确、任务有数，责有人担、事有人做。

“正是在这样的高位推动下，全市
形成了全力推动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的
强大合力，为顺利完成甚至超额完成
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目标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市林业局一负责人说道。

冬日天寒，枝头上的红叶所剩无
几，巫山两坪乡溪沟村却依旧有游客前
来，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

“过去，我们这水土流失严重，连村
里人都想方设法往外搬。”两坪乡一负
责人说，为了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重
新迎来莽莽青山，他们积极争取，实施
了国土绿化和水土保持项目。曾经山

高坡陡、石漠化严重的山坡，栽上了脆
李、柑橘等经济林木，重新披上了绿装，
春可赏花、夏秋可摘果、冬可赏雪的溪
沟村俨然成了小小的世外桃源。

通过生态修复，让荒山变青山，溪
沟村不是特例。在推动国土绿化提升
行动的过程中，我市坚持全面绿化与重
点建设相结合，突出抓好退耕还林、农

田林网和特色经济林改造等营造林项
目，带动其它营造林项目整体推进，不
断加大长江两岸等生态敏感区和脆弱
区的国土绿化步伐，持续不断地巩固和
加强其绿化成效。

丰都县以国土绿化提升行动为抓
手，注重森林数量增长与森林质量提升
并举。大力实施重点生态区域工程造

林，在25度以上坡耕地和15度—25度
非基本农田坡耕地实施新一轮退耕还
林；在龙河、渠溪河、碧溪河等长江主要
支流两岸实施重要支流植被恢复；在无
立木林地、宜林地实施长江防护林三
期、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植被恢复
工程；在天然林保护区开展荒山造林、
疏林地及未成林地实施人工促进封山
育林；采取针叶林改阔叶林、单层林改
复层林、纯林改混交林、低效林改高效
林以及景观林彩化美化和补植补造珍
贵树种等措施，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工
程。

通过重点区域的重点建设，近几
年，丰都实现了长江两岸生态屏障区绿
化全覆盖，基本消灭“天窗”和“断带”，
共建成龙河国家级湿地公园、南天湖市
级自然保护区和龙河湿地县级自然保
护区3个自然保护地，全县生态环境大
幅改善。

3年来，紧紧围绕为什么种树、哪里
种树、种什么树、怎么种树、怎么管树等
问题，做好扩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
量、防范风险“加减乘除”四道题，做通
做实国土绿化提升行动路径。据统计，
依托各类林业重点工程，全市国土绿化
提升行动累计完成营造林1717万亩，
全市森林覆盖率从2015的45.4%提高
到2020年的52.5%。

坚持高位强力推动，形成国土绿化的强大合力

抓重点整体带动，长江两岸绿化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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