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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青山，方得金山”。
2023 年，区林业局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本职、
服务大局，全区生态保护创新
绩、生态修复展新貌、生态惠
民显新效。

江津区争创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顺利通过市级推荐，报国
家林草局评审。深化“林长+
公检法司”工作机制、野生动
植物保护与疫源疫病监测两个
项目被纳入首批市级林长制创
新试点示范；启动建设全市首
个区县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实验室；获得重庆市林业系
统森林消防技能比武竞赛第二
名；2023 年松材线虫病疫情防
控成效位列全市第三，获优秀
等次；代表重庆接受国家林草
局林长制森林防火督查考核并
得 到 高 度 肯 定 ； 区 林 业 局 获

“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
行动先进单位”；区林业局机关
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
织”；江津大圆洞森林康养基地
被认定为重庆市第二批森林康
养基地……

青山绿水间，江津林业发展
成效跃然纸上，见证着江津林业
人于秀美山川落笔，以实干争先
破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

“绿”上发力夯实本底 青山藏“金”惠泽大地
——江津区2023年林业生态高质量发展综述

2023 年是全面推深做实林长
制的一年，我区坚持生态优先,
以深入推行林长制引领林业高
质量发展，在“林”字上深耕
厚 植 ， 在 “ 长 ” 字 上 履 职 尽
责，在“制”字上探索创新，
将“林长制”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促进林长制由“建
立”向“见效”转变。

创新制定 《林长公示牌管

理制度》 和 《督办移交制度》。
推动林业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
衔 接 ， 在 建 立 “ 林 长 + 检 察
长”“林长+山林警长”机制的
基础上，在全市首创“林长+
法 院 院 长 ” 机 制 ， 被 全 市 推
广 。 2023 年 3 月 ， 全 区 林 长 、
山 林 警 长 、 检 察 长 、 法 院 院
长 、 司 法 局 局 长 “ 五 长 ” 联
动，共建中梁山江津段生态司

法修复示范林 100 亩。
此 外 ， 将 “ 林 长 + 公 检 法

司”协作扩展延伸到渝川黔跨
区域协同联动，构建毗邻区域

“镇村林长+警长+检察官+网格
员+护林员+联防小组成员”“三
长三员”护林联盟，开展联合
宣传 26 次、联合巡林 6 次、联
合执法 14 次，共同破解边界地
区管护难题，实现省界跨区域
疫情、火情和破坏森林资源、
野生动物案件“零发生”。区政
府副区长、区林长办主任廖义
伟受市委组织部委派，作为我
市党委、政府林长唯一代表参
加全国林长制专题研究班并交
流发言。

在林长制的推动下，我区精
准做好“增绿”文章，把科学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作为厚植
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的首要任
务，突出重点区域增绿。完成
国土绿化营造林 6.79 万亩，其
中，“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
设任务1.18 万亩。持续开展古树
名木复壮保护，完成第二批 160
株古树复壮保护施工。截至目
前，全区 52 万余人次参与义务
植树活动，植树176 万余株。

松材线虫病是极具危险性
和毁灭性的森林病害，被称为
松树的“癌症”，防治工作一刻
也不能放松。江津区坚决贯彻
落实市总林长 3 号令，拔除双
福街道、蔡家镇疫点 2 个，连
续 四 年 实 现 松 材 线 虫 病 疫 点
数、疫情小班数、病死株树、
发生面积“四下降”。严格执行
疫木无害化处理闭环管理模式
被全市推广。

同时，完成外来入侵物种普
查工作，开展林业有害生物专
项 调 查 4 次 、 夜 间 灯 诱 调 查 6
次，收集林业有害生物标本昆
虫类 40 余件。与东北林业大学
联合发现蛾类昆虫新物种1种。

与林业病虫害同样威胁着林
业资源的，无疑是森林火灾。

我 区 着 力 构 建 “ 人 防 + 物
防+技防”三位一体的森林防火
体系，全年实现森林火灾“零
发生”，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3‰内。

在夯实人防基础上，首创
“敲门行动”“万护行动”，建立
“十户联防”小组 4414 个，跨
省、区“十户联防”小组 3 个。
建立森林防灭火片区队伍 8 支，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发布期间 ，
增派巡护人员 500 余人，加设防
火检查点 30 余个，把责任落实
到人、山头和地块。

在加强物防保障上，编制

林区综合规划和全区重点山脉
1:5000 的森林防灭火作战图，新
建生物阻隔带 26.2 公里、巡护
道路 11.3 公里、防火公路 17 公
里、森林消防水池 103 口。采购
无 人 机 4 台 、 高 效 能 水 泵 32
台、二号扑火工具 1 万把等前
置到 23 个重点镇街和林区村。

在强化技防建设上，新建
视频监控 116 个，在全市率先
建成森林防火预警系统、率先
通过验收试用、率先接入市级
平台、率先开展“三级”管理
员全覆盖火情处置应用培训、
率 先 实 现 报 警 信 息 网 格 化 推
送，重点林区视频监控覆盖率
超 95%。

党中央高度重视森林资源的
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先后提出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工程、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等战略部署。

围绕森林资源高质量发展，
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我区不断
优化林业行政审批，办理临时用
地 14 宗，永久占用 39 宗，重大
项目使用林地市级审批通过率达
100%。审批农村公路 19 宗、农
民建房 403 宗，办理采伐证 508
件，消耗蓄积0.57万立方米。

同时，完成森林资源专项调
查，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启用国家生态护林员联动管理系
统，录入生态护林员457人，录
入率达 100%。启动 2023 年公益
林直补工作，面积 48.39 万亩，
直补资金774万元。

生态底色不断厚植，为动植
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场所。2023
年，我区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本
底调查，发现脊椎动物 167 种，
采集植物标本 2500 种、无脊椎

动物标本200份。发现珍稀濒危
植物疏花水柏枝、丰都车前原生
分布，培育并野外回归，被央视
新闻频道专题报道。完成2022-
2023 年越冬中华秋沙鸭调查，
中华秋沙鸭连续 12 年到綦河流
域越冬，被央视多个栏目报道。

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我区高质量建设长江上游
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与市鱼保处、永川区、四
川 省 泸 州 市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就保护区总规编制、科研
监测、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调查
等开展全方位合作。

“生态有价，损害担责”。通
过扎实开展打击毁林专项行动，
2022 年森林督查问题全部整改
清零。通过林草种苗执法专项行
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清风行动”、打击破坏古树名木
“春风行动”和常态化执法检
查，提升涉林违法问题主动发现
率；截至目前，全区办理行政案
件90件，累计罚款351.56万元。

“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发展林
业产业是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
体现，也是实现“两山”转化的重
要途径。去年以来，我区加大森
林资源保护培育力度，利用丰富
林地资源和优质生态资源，实现
林下经济遍地开花。

在花椒、笋竹、橄榄、蚕桑、
种苗花卉、森林旅游六大林业
特色产业基础上，我区积极探
索发展新产业，引进企业利用
采伐的马尾松树桩种植中药材
茯苓 3000 余亩，引导企业在桑
园林下种植菊花和艾草 200 亩；
桑菊茶、桑椹干、桑椹酒等产业
悄然兴起。承办全国林业产业
联盟组织的国家储备林 2023 年
高质量建设专题培训会，完成
储备林收储 1 万亩，实施现有林
改培0.3万亩。全区林业产业总
产值达 92.1 亿元，较 2022 年同

期增长2.3%。
与此同时，林业科技攻关不

断突破。开展花椒药用种质发掘
与专用品种选育研究，选育花椒
良种青丰花椒并报国家审批，江
津花椒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
育名单。与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
院联合开展江津大圆洞桢楠（楠
木）良种培育，并组织申报市级良
种和市级采种基地。

为更好发挥林业资源优势助
力乡村振兴，我区通过聘请脱贫
户为护林员、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等，帮助农户增收；安排 10 万元
森林植被恢复费支持中山镇常乐
村公路绿化项目，实施景区公路
绿化3公里；做好对口帮扶，安排
10 万元协助开州区林下种植中
药材2000亩。

青山在，金山来。在江津大
地，“山青、林美、民富”的画卷正
徐徐铺开。

逐绿前行 厚植绿色本底绘就生态画卷

全面促进森林资源提质增效

护绿有方

获得重庆市林业系统森林消防技能比武竞赛第二名

以“绿”筑底 稳固生态节点筑牢生态屏障 深耕林下产业青山变身“金山”

点绿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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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建成森林火情率先建成森林火情
智能监控系统智能监控系统

中华秋沙鸭连续中华秋沙鸭连续
1212年到綦河流域越冬年到綦河流域越冬

云雾坪林场森林防灭火云雾坪林场森林防灭火
片区队伍开展集训片区队伍开展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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