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森林覆盖率超
50%，建成2160余万亩林
业产业基地，31处森林康
养基地、1570个森林乡村
（绿色示范村）、3750多家
森林人家成为群众休闲康
养的好去处，带动超过45
万户贫困户增收……一张
张亮眼的“成绩单”，无不
饱含着重庆林业人的辛劳
汗水、诠释着他们的担当
作为。

“十三五”时期，全市
林业系统深学笃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当好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的“守护者”和“建设
者”，大力实施退耕还林、
天然林保护、国土绿化提
升行动、石漠化综合治理、
国家储备林建设等一系列
生态保护修复及富民惠民
工程项目，为重庆建设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推动绿
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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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共绘绿色发展新蓝图
当好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大力实施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巴渝大地绿意盎然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是重庆肩负的重大
责任和光荣使命。而要实现这一
目标，国土绿化是重中之重。

为此，“十三五”时期，我市结
合国家的林业重点工程，实施了
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力争用3年
时间（2018—2020 年）营造林
1700万亩。至此，持续3年的国
土绿化提升行动积极有序展开。

巫山县对长江两岸110余处
“创面”“天窗”和20处非法码头
进行了生态修复。重点在长江、
大宁河沿线营造红叶景观林，共
栽植黄栌、乌桕等红叶树1200万
余株，新（改）造红叶景观林5万
余亩，初步形成“北有香山红叶·

南有巫山红叶”的大格局。
永川区以“楠木行动”为抓

手，利用该区960亩国家林木种
子资源库桢楠资源，大力培育和
推广栽植楠木，每年免费发放两
年生轻基质容器苗 100 万株以
上，在宜林地、农村“四旁”隙地、
茶叶基地、城区公共绿地、中小学
校园及低效残次林改造中大力栽
植楠木，打造“楠木之乡”，藏富于
民。

城口县率先与重庆林投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施了全市
首单国家储备林项目，通过建设
50万亩国家储备林项目，对流转
林地成材林木进行经营性采伐，
增加了林木蓄积量，实现了资源
变资产、农民变股东，助推脱贫攻

坚。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十三五”时期，各区县将国土绿
化工作摆上了重要位置，大力推
进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岩溶地
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国家储备林、
中央财政造林补贴和森林抚育等
林业重点工程，并结合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等工作，查漏补缺、应绿尽
绿，国土绿化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3年1700万亩建设任务已顺
利完成，进一步夯实了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生态基础。
202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将超过
52%，为到2022年达到55%目标
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展自然保护地大检查大整治 护佑每一分生态资源

自然保护地是自然生态空间
最重要、最精华、最核心的组成部
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之
一。

2018年6月，我市针对缙云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现的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启动了保护区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仅在北碚区域就累计

拆除违法建筑617处、违
规广告店招592块，

还对渝武高速
缙云山出口
小广场、
三花石、
黛湖、

白云竹海农家乐沿线、景区大门等
区域实施洁化工程。

给大山“洗脸”不够，还得“美
容”。一年多时间来，北碚区对缙
云山景区还实施了绿化和美化工
程，对缙云山沿线公路实施沿线风
貌整治，铺设彩色沥青人行步道，
栽种各类花卉绿植，美化靓化沿线
环境。

与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同步推进的还有石柱水磨溪县级
湿地保护区整改等，各地坚持保护
生态、保障民生方针，精准施策、标
本兼治，以点带面、举一反三，高标
准、严要求、大力度开展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问题大检查
大整治。

截至目前，我市仍在持续开展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问
题大检查大整治，已发现问题的整
改完成率已达95.91%。

同时，我市还按照中央机构改
革工作统一部署，对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组成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实行统一管理，稳
步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试点；
全面落实5071万亩森林资源管护
责任；强化湿地自然恢复，全市湿
地保有量保持在310万亩以上；严
格落实林地用途管制和差别化管
理，强化了森林草原防火信息系统
和国有林场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
设，无重特大森林火灾和扑救人员
伤亡事故发生；松材线虫病等灾害
发生面积和程度实现“双下降”。

“‘十三五’以来，通过全市上
下的共同努力，我们实现了每一分
生态资源的应保尽保，让重庆高质
量发展的绿色基底更加坚实。”市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林业产业加速转型升级 全民共享生态红利

林业改革创新不止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日趋完善

如何
将绿水青山

变 为“ 金 山 银
山”？“十三五”时期，

我市将林业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抓
手，依托各类重点营造林工程，按
照“一县一业”“一乡一品”要求和
多主体小单元集群化方向，加快油
茶、花椒、笋竹、柑橘等特色经果林
建设，累计建成木本油料基地、笋
竹基地、特色经济林基地、中药材
基地、花卉苗圃基地等各类林业产
业基地2160余万亩。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抢抓乡
村振兴的历史机遇，不断推动林业
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生态旅游、生
态康养发展，使其成为众多贫困户
持续增收的‘金饭碗’，让更多群众
享受到了生态产业发展的红利。”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武隆区双河镇木根村地处仙

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麓，全村约
500户村民。仙女山国家森林公
园面积5070公顷，平均海拔1850
米，最高海拔2033米，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相较于其他地区，仙
女山垂直性气候分异明显，夏季气
候凉爽，是闻名川渝的纳凉胜地。

依托气候优势和仙女山知名
度，木根村大力推动休闲避暑、森林
旅游的发展，木根村500多户居民
中就有80%-90%的家庭开展民宿
经营，每户民宿可达40个-200个
床位。度假套餐单价分为每人每月
1600元、1800元和2000元3种类
型，每年主要经营时间为7月-9月，
游客最高日接待量可达3万余人，成
为当地村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我市以锯材加工为主的木材
加工能力稳中有升，以长寿家居产
业园、永川木材加工园、大足林业
产业园和巴南花木世界等为代表

的林产品加工集约化发展效益初
显。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市通过
倾斜支持贫困地区林业产业基地
建设，支持城口、奉节、梁平贫困地
区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组织武
隆、石柱等10余区县在市外推介生
态旅游康养和特色林产品，选聘建
档立卡贫困户生态护林员2.6万余
名等举措，共带动超过45万户贫困
户增收。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我市培育
和建成了一批林业龙头企业、林业
特色乡镇、林业合作组织，森林旅游
业得到较大发展，大巴山森林人家
品牌初步树立，林产品商贸服务要
素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全市林业经
济初见成效，预计2020年林业全产
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约
4.4%，生态产品供给不断丰富，已成
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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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在南岸区试点初步
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我市将“林长制”
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市15个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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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起市、区（县）、镇（街）、村（社区）四
级林长体系。

林长制从最开始的“摸着石头过
河”到逐渐成熟，已经成为我市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创新性举
措。

如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
全市总林长，先后7位市领导分别担任
主城“四山”及辖区的市级林长，试点
区县的各级林长各司其职，肩负起加
强山林资源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的重任，为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保驾护航。

除了林长制外，“十三五”时期，重
庆还持续深化和推动了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重点生态区位非国有林生态赎
买、林地生态价值市场化补偿机制、林
业“三变”改革试点、国有林场改革等
一大批林改落地实施，使全市生态文
明建设制度体系日趋完善。

提高森林覆盖率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我市不断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为了统筹兼
顾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
市根据各区域不同的发展定位，对标
2022年全市森林覆盖率目标要求，明
确了各区县森林覆盖率尽责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探索实施
了以森林覆盖率为目标的横向生态补
偿机制，明确对完成森林覆盖率尽责
目标确有实际困难的区县，可以向森
林覆盖率高出目标值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县购买森林面积指标，计入本区县
森林覆盖尽责率。

目前，部分缺林少绿区县主动对
接并通过向森林资源丰富的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购买森林生态服务权来落实
自身的国土绿化责任。江北区政府与
酉阳县政府、九龙坡区政府与城口县
政府、南岸区政府和重庆经开区管委
会与巫溪县政府、南岸区政府与石柱
县政府就先后签订了横向生态补偿协
议，共交易森林面积指标19.2万亩，成
交金额4.8亿元。

“通过实施横向生态补偿，保护生
态的地方不吃亏、能受益，可切实让绿
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对促使各地
履行提高森林覆盖率的法定职责，
由被动完成植树造林任务转变为主
动加强国土绿化工作，形成共同担
责、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具有重要
的意义。”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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