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晨
曦的第一缕光芒，洒向万州大
地，柱山乡的义务植树基地穿
梭着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孙
家镇的油茶种植基地内，工人
开始种植油茶苗；分水镇的花
椒树抽出翠绿的新芽......

近年来，万州林业始终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以生态廊道、生态保护、生
态产业为抓手，积极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机遇，不
断厚植绿色根基，着力构建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奋力谱
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生态绿意浓，山川添秀
色。截至目前，该区林地面积
达到293.2万亩、森林面积达
到267.4万亩、森林蓄积量达
到970万立方米、湿地保有量
达到20.77万亩、森林覆盖率
55%、森林火灾受害率小于
0.1‰、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
防治率达到85%以上。

做足增绿文章
筑牢生态修复后防线

万州区位于三峡库区腹心，水库面
积达到100平方公里。随着三峡库区蓄
水后水位的涨跌，形成了落差达30米的
库区消落带，由于成库面积大、水位落差
大、季节性气候反差大、其生态恢复与治
理被称为世界级的生态难题。

“从尝试在消落带开展植被恢复试
验，到成功筛选出中山杉品系，我们用了
近7年时间。目前一些长势较好的中山
杉，基本都高于4米了。接下来，还将针
对库区消落带开展全域中山杉试验种
植。”据万州区林科所高级工程师任凭介
绍，目前该所正在整理中山杉试验种植
技术手册，以便于中山杉全域试验种植
项目的顺利推进。

截至目前，万州已在武陵镇、瀼渡
镇、大周镇、高峰镇和百安坝街道等8个
乡镇街道的消落区推广栽植中山杉试验
示范林1800余亩，绿化岸线长度近50公
里。

近年来，万州持续强化生态保护修
复，通过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长江防护
林工程、新一轮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
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等一系列林业生态工
程，着力在长江两岸生态屏障区构建“山
下滨江景观廊道、山中果树缠腰、山上绿
树带帽”的山体绿化美化新格局，初步形

成了滨江景观林带、中山经济林带、高山
防护林带、消落区固土涵养林带的“四
带”空间布局。

在增绿提质方面，稳步推进退耕还
林工程，全区累计投资1.76亿元，完成新
一轮退耕还林11万亩，惠及退耕农户3.5
万余户，其中经济林种植比例达60%以
上，森林覆盖率增长贡献2.1个百分点；
强力推动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累计投资
1.4亿元，完成国土绿化营造林任务82.6
万亩；扎实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每年
义务植树均保持在180万株以上，尽责
率达90%以上；持续发力长江生态屏障
建设，实施长江防护林三期工程人工新
造林7000亩，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提升
了5个百分点，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达
70%，长江生态屏障体系基本形成，“两
岸青山，一江碧水”的美景徐徐展开。

强化护绿责任
织密生态安全保障网

春日的阳光下，三峡珍稀植物园荷
叶铁线蕨人工繁殖培育的温室大棚内，
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杂草，并
对冒出的新叶进行测量、拍照，以方便接

下来的参数对比。
“在离温室大棚不到30米处，我们

选择了一片土地作为荷叶铁线蕨保育性
回归试验的野外基地，同步对其生长发
育状态进行对比检测。”据万州区城郊林
业站站长谭中华介绍，去年10月开展保
育性回归试验的第一批植物长势良好，
目前正针对性开展野外回归的可行性评
估。

据悉，万州通过三峡珍稀植物园生
物多样性项目，已抢救库区植物1500余
种，濒危植物44种；成功申报荷叶铁线
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项目，通
过分株繁殖荷叶铁线蕨2万株。

保护三峡库区珍稀植物，保护库区
生物多样性，仅仅是万州强化森林资源
保护，提升森林资源质量的一个缩影。
为让青山常在、碧水长流，万州持续强化
守绿护绿责任，不断夯实绿色基础。

守绿护绿，从森林火灾预防开始。
该区层层压实责任，建立区政府-区级
部门-镇乡街道-村社-林主五级森林防
火责任制，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16.5万
份，严格火源管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批复建设森林防火公路601.8公里。“十
三五”时期，全区共发生森林火灾2起，

比“十二五”时期减少 12起，降幅为
85.7%，无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无扑救
人员伤亡事故发生，森林火灾受害率控
制在万分之一以内。

守绿护绿，对涉林违法行为重拳出
击。围绕林地管理，该区开展“绿盾行
动”“森林督查”“自然保护地大排查大整
治”等专项整治工作；围绕野生动物管
理，将全区划为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全
年为禁猎期；“十三五”时期，共查处侵占、
损毁森林资源等涉林违法案件1430件，
其中涉林刑事案件49件，行政案件1381
件，涉林违法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

守绿护绿，重在“有人管，管得好”。
该区以林长制试点为抓手，实行行政区
域管理和权属管理相结合，建立健全区、
镇乡街道和国有林场、村（社区）和林区
管护站三级林长责任体系，全区共设置
区级林长 4 名、二级林长 196 名、三级
林长1110名；落实1844名网格护林员，
对全域森林进行全覆盖、无缝隙式管护。

用活富绿产业
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

林业既有生态效益，也有经济效

益。植树造林，不只“长叶子”，也要“得
票子”。

2020年，万州聚焦“一心六型”，在
分水镇、甘宁镇、新田镇等25个镇乡发
展花椒、木姜子、油茶、油橄榄等木本油
料3万亩，年实现林业全口径产值37.3
亿元，促进了增绿与增效的有机结合。

近年来，万州紧扣全市“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立足山地特色，分类规划发
展高效型林业，不断优化林业生态产业
布局，扎实推动“一心六型”两化路径落
地见效，把助农增收贯彻至植绿、护绿
和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切实助力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以绿为引，转变产业发展方向。该
区利用退耕还林、长江绿化、国土绿化
提升行动等项目，大力发展经济林，经
济林比重达75%，深入践行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路径。

产业融合，延伸产业链条。该区积
极推动林产品深加工，培育和支持林业
大户、林业龙头企业，壮大林业生态经
济，带动林农增收；逐步形成了以“公
司+农户+基地”、种养大户、林业专业
合作社等为主体的经营模式。

此外，该区还以林业建设为依托，
探索“林业+”发展路径，推进林城融
合、林旅融合、林农融合，进一步拓展绿
色空间，让群众乐享生态红利，最大程
度把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
势。

绿色产业不断澎湃动力，人民群众
绿色获得感也不断提升。“十三五”时
期，该区累计发展经果林19万亩，其中
橙类、柠檬、李等水果类6.3万亩，木姜
子、油桐类木本油料1.3万亩，核桃、板
栗等干果类1.5万亩，油茶、油橄榄0.96
万亩，花卉5.3万亩；培育第一产业林业
大户540户，第二产业以谭木匠、树上
鲜、禾采等为代表的林业加工企业200
余家，第三产业森林旅游业等18个；

“十三五”时期全口径林业总产值累计
达155亿元。

王琳琳 黄伟 范声英
图片除署名外由万州区林业局提供中山杉“水上森林”冉孟军 摄

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

3 月，放眼巫溪城
区，翠绿的树芽冒出枝
头，粉白的桃花、金黄的
油菜花点缀青山间。大
宁河穿城而过，银杏挺
立、麻柳垂枝，每逢傍晚
时分，游人如织……

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不动摇，自觉践
行新发展理念，“十三
五”时期，巫溪在林业生
态保护修复与发展利用
等方面下功夫，稳步实
施国土绿化、森林质量
提升、林业资源保护等
一系列林业生态保护与
修复行动，规模化发展
核桃、蚕桑等产业，荒山
不断变为绿山、化为金
山。

以生态为布，用绿
色执笔。如今的巫溪，
森林资源不断增长、生
态环境稳步向好、林区
百姓日益富足，一幅山
环水绕林拥城的发展画
卷浑然天成。

夯实家底
着力造林增绿提质补短

3月9日，离巫溪县城不到5公里
的巫镇高速进口北岸，星星点点的绿意
正逐步覆盖原有的荒山野草，一场植树
造林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展中。

“这一片的地质全是碎石土、砂土，
立地条件差，车进不去，杂草、石块的清
理工作只能靠人工开展。为了确保树
苗的存活率，我们所有的基土都从5公
里外运来；苗木则选择适宜生长的桂
花、女贞、山茶花、红叶石楠、三角梅
等。”巫溪县林业局副局长冉晓林介绍，
此次植树造林行动将山坡绿化和道路
景观工程相结合，进行立体规划及施
工，涉及范围达300余亩，苗木10万余
株，整体工作预计3月底完成。

绿色资源是巫溪的深厚“家底”。
近年来，巫溪大力实施生态立县，以造
林绿化为主要抓手，深入开展国土绿化
和森林质量提升行动、石漠化综合治理
等工作，全力建设好绿水青山，切实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围绕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造
成损失重等特点，巫溪县全域推进国土
绿化，开展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天然
林保护等林业生态修复工程。“十三五”
时期，全县营造林 162 万亩，实施新
（改）造林、封山育林99万亩、森林抚育
39万亩、特灌林改培16万亩、幼林抚育
8万亩。

为有效遏制石漠化减少水土流失，
巫溪县针对陡峭山崖，创新设计鱼鳞坑
整地，采取“背土填坑、客土造林”等方
式，持续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十三
五”时期，全县治理石漠化面积64.56平
方公里；同时，围绕凤凰镇“三棵树”等
义务植树基地，持续开展植树造林系列
活动，年均义务植树120万株以上。

巫溪县还以“居住在公园里，生活在
风景中”的城市理念，以城周绿色屏障为
依托、公园广场绿地为重点、道路绿化为
骨架、游园节点绿化为串联、附属绿化为
补充，不断拓展城市绿化空间，打造“公
园城市”。“十三五”时期，陆续建成柏杨
河湿地公园、月亮湾公园、文家坪森林公
园、龙头山公园、白马公园等工程。

多措并举
强化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3月10日午后，巫溪飘起小雨，4位
身着红马甲、头戴红帽子的护林员却依
旧穿行在桐岭村的山林间。

“我们辖区内有多条公路穿越林区，
加上许多村民喜欢带牲口到林区放牧，
为排除安全隐患，巡山工作一点也不得
马虎。”菱角镇桐岭村护林员田福春一边
说着，一边用镰刀清理杂草，继续向山里
进发。

巫溪县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中心
主任李开平介绍，“十三五”时期，全县聘
用生态护林员6510人，已带动4505户
贫困户脱贫，户均增收8000元左右；累
计兑现生态效益补偿 17618 万元，
85929农户从中受益。其中建卡贫困户
17249户，户均增收5000元左右。

为青山护航，与绿色同行，正是有像
田福春一样的众多生态护林员，用他们
的悉心守护换来了巫溪43年无重大森
林火灾。“十三五”以来，巫溪把森林资源
保护管理视为林业工作重中之重，大力
宣传林业法律法规，加强林地保护、森林

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开展
国家森林督查并整改发现问题，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有效维护全县
林业生态资源安全。

为守护好这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
源，2017年，巫溪县整合林业、检察、公
安、环保等多部门力量，成立全市首个林
业生态保护检察室，并在辖区猫儿背、红
池坝、官山、白果4个国有林场设立林业
生态保护检务联络站，实行“派驻+巡
查”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全方位开展护林工作。

同时，为破解边界地区林业资源保
护难题，巫溪县立足渝陕鄂三省交界处
独特区位，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携手成立
鄂西渝东毗邻自然保护地联盟，在资源
保护、森林防火、打击犯罪、科学研究等
方面签署联盟协议并建立联合保护管理
站点，组建“五县综合应急队”，构建自然
生态联通、联保、联防的大保护机制，形
成秦巴山区“共抓大保护”新格局。

相比“十二五”，全县林地面积从
492.7万亩增加到495.9万亩，净增3.2
万亩；森林面积从 393.5 万亩增加到

420.6万亩，净增27.1万亩；活立木蓄积
从1266.1万立方米增加到1412万立方
米，净增145.9万立方米；林木绿化率从
77.0%提高到82.98%，提高5.98个百分
点；森林覆盖率从65.2%提高到69.7%，
提高了4.5个百分点。林草覆盖率达到
71.18%。

生态扶贫
打通脱贫致富“最后一公里”

家住石锣村的建卡贫困户陈昌玉
现有林地43.5亩，其中，公益林22.5亩、
退耕地12.5亩。2015年利用10.5亩退
耕地栽种嫁接优质核桃当年就挂果，去
年产了2000余斤，收入3万余元。同
时，他利用在核桃林下的空地套种了2
亩魔芋，获得收入6000余元。如今，一
家3口靠这2项绿色产业脱了贫。

“十三五”时期，巫溪实施新一轮退
耕还林兑现现金补助13285.3万元，涉
及农户3.65万户，其中贫困户1.51万
户，户均获得补助0.364万元。申办脱
贫攻坚营造林合作社15个，贫困户社
员80余户300余人，通过参加营造林
项目获取劳务收入及按股分红，户均增

收0.8万元。建成森林人家131家，吸
纳贫困户就业人数144人，带动贫困户
年均增收0.5万元。

产业融合
推动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3月10日，一辆皮卡载着由巫溪县
林业局特制的农药从石锣村核桃专业
合作社出发，来自该合作社的4名技术
员将要对该村的核桃树统一进行农药
喷洒工作。

“3月正是打药、剪枝的时节，要赶
在气温回暖之前忙完核桃树苗的管护
工作。如果管护不到位，很可能会影响
今年的收成。”中梁乡石锣村党支部书
记匡厚明介绍，截至2020年底，全村核
桃种植面积达4350亩，鲜核桃产量近
15吨，产值达45万元。

“九山微水一分田”，红薯、土豆、玉
米“三大坨”，这是巫溪曾经的真实写
照。近年来，巫溪因地制宜，结合当地
核桃栽培的悠久历史，成立核桃产业协
会，审认定核桃良种 2 个（旺丰和清
香），引进推广良种1个（渝城1号），筛
选四菱、鸳鸯、乌咪等本地特异性核桃
资源36个。创新发展行业指导、市场
运作、协会组织、大户带动、农民参与、
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促进了全县大规
模核桃产业发展。“十三五”时期，全县
新发展核桃19.2万亩，产业规模在全县
种植业中位居前列，产量从 2016 年
700余吨增长到2020年2000余吨，产
值突破了4000万元。

发展核桃产业，仅仅是巫溪长短结
合，以林产业链延伸力促绿色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2020年全县林业
产值达27亿元。近年来，为充分发挥
林地效益，提高林地综合利用率，巫溪
坚持走“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
钱”发展之路，利用林地空间差，通过林
上营造经果林、林中发展生态养殖、林
下种植道地中药材，推进实施“林苗景
一体化、林果药一体化、林蚕菌一体化、
林养游一体化”，不断释放生态红利，让
绿水青山“流金淌银”。

刘茂娇 黄伟 李召明
图片由巫溪县林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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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 深耕绿色发展本底 奋力筑牢生态屏障

巫溪 厚植生态靓底色 逐绿前行趁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