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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龙江，莺飞草长，莽莽山野中，除
了鸟兽们奔跑啼叫的声音外，还有管护员穿
山越岭的脚步声。

2021年，我省出台《黑龙江省全面推行
林长制的实施意见》，开启了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的新篇章。

截至 2021 年底，仅用时半年，省、市、
县、乡、村五级林长制体系全面建成。全省
共设立各级林长 10698 名，其中省总林长 2
名、副总林长 1名，省级林长 2名、市级林长
26 名、县级林长 160 名、乡镇级林长 1874
名、村级林长8636名，管护员73000名，形成
了省总林长负总责、市县级林长抓督促、区

域林长抓片区、乡村林长抓落地、管护员抓
源头的工作格局。自此，山有人管，林有人
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随后，我省开发了林长巡林管理、林长
制考核评价、林长通APP等系统，实时跟踪
掌控 7.3万名护林员巡护情况，探索形成了

“林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林长+河
湖长+田长”等联动机制，护林网格越织越
密，打造了林长制“北方样板”。

当前，我省正值春季高火险期，全省各
地以林长制为统领，压实近1.07万名林长、8
万名管护员责任。全省7655处检查站落杆
检查，1343 处瞭望塔瞭望值守，235 支森林
消防专业队伍 16669 人及 1147 支半专业扑
火队伍 20012 人，按照指挥、力量、装备“三
靠前”要求，全部进入备战、临战状态。利用
龙江林草大数据平台，不断强化森林草原湿
地资源灾害监测预警和防控体系建设。充
分发挥卫星监测、空中巡查、高塔瞭望、地面
巡护、物联感知“五位一体”监测预警体系作
用，做到精准预测、及早预警，全力守护好我
省连续13年未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的
好成绩。

下一步，全省林草行业将牢固树立“增
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理念，不
断扩绿、兴绿、护绿，奋力开创龙江林草事业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

护绿
防火护林双管齐下 打造林长制“北方样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绿化祖国
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推动
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
好联动。

青山绵绵，碧水茫茫，林海
悠悠，松涛阵阵。从大、小兴安
岭到完达山脉，2012万公顷浩瀚
森林如同一条巨龙，构筑了祖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大森林、大
湿地、大草原、大湖泊、大界江、
大冰雪，丰饶富集的生态资源孕
育了物华天宝的魅力龙江。

翻开龙江林草成绩单，亮点突
出、成绩斐然，绿色已然成为龙江
发展的最靓丽底色。

□牟景君 本报记者 唐海兵

芬芳四月，艳阳高照，绿意涌动。龙江大地
由南向北次第掀起植树造林热潮。龙江森工集
团 5.5 万余人义务植树 53.17 万余棵；大庆市
3000 余人义务植树 2 万余棵；由省林草局联合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连续三年开展的线上植树
公益活动迎来树苗落地日，6000余棵红松被栽
入泥土、落地生根……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开展第 45 周
年。45年的坚持不懈，不仅把千万棵树苗栽种
在大地上，也把生态文明理念种进人们心间。

近年来，我省不断创新形式，推进全民义务
植树工作——各级党政领导带头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
社会团体共植“党建林”“青年林”“园丁林”“劳
模林”；统筹抓好重点时段和全季服务保障，实
现全年接待，由过去单一的春季植树，扩展为一
年四季。2024 年全省设立春季义务植树接待
点 357 个；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创建“少先队林
场”关注森林公益活动，重点培养青少年群体的
义务植树责任感。2023 年全省 13 个市（地）共
有 1500 多名少先队儿童参加了“少先队林场”
创建活动；通过黑龙江全民义务植树网，推进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2023 年以来，黑龙
江全民义务植树网发布515个义务植树项目活
动，累计参与人数2.7万人。

十年停伐，绿海生“金”。2014 年，为了让
森林得以休养生息，我省全面停止重点国有林
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十年来，各重点国有林
区采取停、管、抚、造等措施，森林生态系统得到
有效恢复，三大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面积、森林
覆盖率、森林蓄积量均显著增长。依托三北防
护林、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国家储备林等重
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大力实施大规模国土绿
化修复工程。2018年至2023年间，我省累计完
成营造林面积641万亩，每年均超额完成100万
亩营造林的任务目标。

“一年两场风，一场刮半年。”以前的齐齐哈
尔市甘南县，人们谈沙色变。如今，绿色“长城”
挡住黄色沙海，林子后是舒展的田地和安稳的
家。

从扬尘漫天到绿荫蔽日，“三北”工程实施
45 年来，全省累计完成营造林 4425 万亩，构建
了以农田防护林为基本框架、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统计显示，
2009 年至 2019 年，全省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120.3 万亩，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为 50.02%。
2023年，黑龙江省3家单位被授予“全国防沙治
沙先进集体”称号，3 名同志被授予“全国防沙
治沙先进个人”称号。

4 月 20 日，我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
进“三北”六期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从四月中旬
到五月中旬，预计完成“三北”工程营造林任务
29.59万亩、草原生态修复任务 11万亩，龙江大
地上的扩绿脚步永不停歇。

扩绿
厚植龙江底色
筑牢生态根基

林草兴则生态兴。“森林是集水库、粮库、
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要树立增绿就
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理念，在保护的
前提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
入。”殷殷嘱托，言犹在耳。

四月中旬，走进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帽
儿山林场，工人们正忙着为黑木耳菌包搬新
家，将它们挪到山清水秀的林地旁，汲取自然
雨露与日光的滋养。

据调查统计，我省是全国最大的食用菌
生产基地，黑木耳年产量达 300 万吨以上，占
全国产量的44%，位居全国第一。红松籽年产
量5万吨，位居全国第一。野生浆果产量位居
全国第一。猴头菇、刺五加、平贝母和松杉灵
芝等品种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一。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向森林要食物”
工作，深挖森林“粮库”潜力——在保护好森

林生态系统前提下，因地制宜推广林药、林
菌、林果、林粮、林下养殖、森林景观利用等多
种森林复合经营模式，打造一批具有典型示
范和科技引领作用的高标准示范基地；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的示范作用，培育打造
高端森林食品生产体系，引领森林食品行业
发展，2023年，由省林草局主导打造的省级区
域公用品牌“九珍十八品”惊艳问世，一经推
出便受到全国消费者的瞩目与青睐。

因林而兴，绿富共赢。如今，来自龙江广
袤森林的林下特产正逐渐走出林区，成为人
们舌尖上的新宠，未来，高寒植物、高倍滋养
的森林食品也将成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
化的标志性产业。

我省地处寒温带、温带两个气候带，拥有
辽阔的森林、草原、湿地资源和大面积冻土资
源，尤其是在大小兴安岭地区，森林覆盖率

高、人为活动少，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天然“碳
库”。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碳汇经济发展，通
过实施天保工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碳汇试点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等生态工程，为发展碳汇经济提供了坚实
基础。

日前，由省林草局牵头组建的林草碳汇
工作专班成立，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林科
院、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等多部门协同
配合，全力推进生态系统碳汇价值转换，释放
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功能。

摸清森林碳汇资源底数、建设森林碳
汇 计 量 标 准 体 系 、搭 建 林 业 碳 汇 交 易 平
台、完善制作全省林业碳汇“一张图”、开
展林业碳汇金融……林业碳汇开发进程
如火如荼。

兴绿 推进森林“四库”联动 化绿水青山好颜值为好价值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黑龙江时首次提出，整合科技创新
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
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黑龙江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专
题研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举
措，形成了调研报告和行动方案。

幅员辽阔的黑龙江拥有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全省森林面积 2012 万公顷，居全国
第 3 位；湿地面积 514 万公顷，占全
国近 15%，居全国第 3 位；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46个，数量居全国第一。

2024 年，全省林草行业将聚焦
几大重点方面，激发生态价值转换
新动能，夯实林草新质生产力发展
基础，培育发展林草新质生产力。

一、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加快
科技创新引领步伐，实现以林草关
键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林草全面创
新，为林草资源保护修复和林下产
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完成山水林田
湖草沙（林草篇）系统治理标准化体
系、“九珍十八品”标准体系、林草碳
汇标准体系建设，通过技术+标准协
同增效，形成新质生产力，引领林草
事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二、推动林业碳汇开发与交
易。2024 年，建立省级林业碳汇交
易机制，出台《黑龙江省林业碳汇交
易管理办法》，明确项目开发依据的
方法学，搭建黑龙江省林业碳汇注
册登记平台和交易结算平台，制作
全省林业碳汇“一张图”，加大林业
碳汇项目开发力度，积极盘活省内
森林生态资源，打通森林资源生态
价值向经济效益转化通道。

三、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坚持
做大做强龙江森林食物“九珍十八
品”省域公用品牌。2024 年重点推
进宣传推广，创建产品销售渠道，不
断拓宽产品销售途径；加快标准体
系建设，全力建设“九珍十八品”全
过程标准体系，建立完善产品“甄
选”环节的准入准出机制；打造高寒
植物、高倍滋养的资源优势，推动好
产品卖出好价钱。

四、全力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走深走实。到 2025 年，基本形成
权属清晰、责权利统一、保护严格、
流转有序、监管有效的集体林权制
度。通过继续深化改革，不断促进
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森林生态质量
持续提高、林区发展条件持续改善、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作者系黑龙江省林草局党组
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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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并举 四库联动 绘就龙江林草新画卷

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黑木耳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张春雷摄

林农收获黑木耳林农收获黑木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春雷张春雷摄摄

庆安国有林场管理局无人机
飞航巡护。

鸡西绿海林业有限鸡西绿海林业有限
公司管护员登塔公司管护员登塔瞭瞭望望。。

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施业区内的湖光山色。

扎龙湿地，丹顶鹤飞翔。高耸的落叶松林。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