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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景君 本报记者 唐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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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和森林工业
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累计为国家贡献近7
亿立方米木材，有力支撑了国家基础建设需求，为
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保障作出重要
贡献。

■我省高度重视森林生态修复与保
护工作，组织开展天然林保护、国土绿
化、“三北”工程等行动，使森林生态系统
得到有效恢复。75年来，全省森林
面积增至2047.7万公顷，森林覆盖
率达到45.25%，森林蓄积量达21.58
亿立方米，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
达94.31%，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

■我省构筑起46.4万公顷的农
田防护林网，为黑龙江做好祖
国粮食安全“压舱石”作出了
林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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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黑龙江，
层林尽染，高低起伏的山脉间呈

现出斑斓的颜色，组成一道道迷人
的“五花山”景观。

“当前正值秋季防火期，我们每天都要到山
上巡护，森林不仅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资
源，更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尚志国有林
场管理局帽儿山林场护林员孙善海望着自己巡护了

21年的林子，充满感慨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视察期间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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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省林草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领龙江林草事业蓬勃发展，不

断增厚黑龙江省的“绿色家底”，筑牢祖国北方生
态安全屏障。

2024 年 7 月，我省林业碳汇交易启动仪式举行，
“龙江绿碳”品牌首批交易 4.285 万吨，签约交易额
428.5万元，标志着省级林业碳汇交易体系初步建成。

林业碳汇交易体系的建立及“龙江绿碳”品牌的诞
生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夜以继日的精心探索与深度
筹谋。

早在今年初，省林草局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
瑞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世荣为顾问，组成16人碳汇专
家组，为林业碳汇开发提供智库支持。会同有关省直
部门先后赴广东、福建、贵州等地考察学习。经过一系
列调研，省林草局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出台《黑龙江省
林业碳汇项目工作方案》《黑龙江省林业碳汇项目交易
管理办法（试行）》。后由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省林业
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等单位进行造林碳汇评估方法
学、林业碳汇“一张图”的制定，不断完善碳汇开发进
程。

随后，省级林业碳汇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主要为
各地开发林业碳汇项目提供项目设计、项目审核、第三
方核验等一站式服务，疏通了碳汇开发的基本路径。

“龙江绿碳”品牌的建立，更是为黑龙江碳汇交易市场
的逐步完善及省际交易提供了品牌保障。

而今，由省林草局牵头，面向全省林草系统开展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专题培训，多渠道宣讲国
家林业碳汇政策，指导基层林业单位谋划碳汇项目。
目前，林口林业局、漠河林业局已完成了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的联合开户工作，
有望实现全国首批登记。黑河市爱辉区还探索完成了
沿边地区首期市场价值 358万余元林业碳票开发，为
我省多源化推进林业碳汇发展积累经验。

据介绍，下一步我省还将着力开展森林碳汇试点
工作，同步推进5个国家级碳汇试点和6个省级碳汇试
点，将林业碳汇工作推向下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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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鳞在水，香菌在林，珍禽在天，奇兽在
山”，曾有人这样形容黑龙江。茫茫林海、绵绵
金山，广袤浩瀚的森林蕴藏着丰富的寒区生态
食物资源。据调查统计，我省共有森林食物
700余种，发展林下经济优势突出。

近年来，省林草局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理
念，高效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
行地”战略部署，组织创建省级区域林业公用品
牌“九珍十八品”。从2023年到2024年，经过一
年多的品牌建设，“九珍十八品”品牌聚合力、影
响力不断增强，已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黑龙江经济发展顺势腾飞的崭新名片。

翻开“九珍十八品”的成长历程，历时虽短，
但成绩斐然：

品牌产品不断增加——经两批次遴选，全
省已有89家森林食品加工企业的169款产品入
选品牌阵营，入选产品不断实现市场溢价，初步
实现了好产品卖出好价钱的目标。

品牌标准不断完善——与国家标准研究院
合作建立品牌质量标准体系，制定了标准体系
三年建设规划，已经完成了涉及保护性采集标
准和产地环境系列约束性指标等 34项技术规
程的制定。

品牌荣誉不断积累——“九珍十八品”已先
后获得6项国际大奖。其中包括包装创意设计
类的伦敦国际设计铂金奖、美国缪斯设计铂金
奖及意大利A设计金奖，产品开发设计类的纽
约产品设计金奖和品牌概念与传达类的法国国
际设计铂金奖和亚洲全球设计优秀奖。

品牌营销不断拓展——在哈尔滨市打造官
方品牌旗舰店，同步建成北京实体店，与知名电
商企业、国内大型超市等开展合作，线上线下齐
开花。创新推出“森林茶哺”新业态，开辟创新
发展新路径。

在“九珍十八品”品牌效应带动下，2023
年，我省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 900 亿元，增长
10%；2024年上半年，全省经济林产品产量达到
11.9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25.8%。下一步，省
林草局将坚持“品效合一”发展模式，以“种养
拔”的闭环模式，引领全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
展，打造“中国森林食品第一公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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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黑龙江省林长制办公室印发《黑龙江省
创建林长制北方样板实施方案》，力争 2025年年
底，打造一批样板示范地。

进入新时代，林长制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新实践。

2020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
制的意见》后，黑龙江省先试先行，出台《黑龙江省
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截至 2021 年底，
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体系全面建成。

从2021年末的10698名林长，到如今的22800
名林长，责任人越来越多，护林网越织越密。每一
片林木都有了自己的“家长”，真正实现了“山有人
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据了解，我省还开发了林长巡林管理、林长制
考核评价、林长通APP等系统，依托数字林草平
台，构建立体的森林综合防护体系。同时探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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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护航林草生态安
全。

“要坚持造林与护林并重，做到未雨绸缪、防
患于未然，决不能让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之功
毁于一旦。”当前，正值秋季防火期，全省各地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林长制为统领，压实各级林长、管护员责
任，筑牢防火墙。全省 235支森林消防专业队伍
16669人及1147支半专业扑火队伍20012人，全部
进入备战、临战状态。7655处检查站落杆检查，
1343处瞭望塔24小时瞭望值守。利用卫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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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黑龙江林草大数据科
技赋能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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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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