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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铺就鲜明底色绿色发展铺就鲜明底色
———随州做实林业工作构筑鄂北生态屏障纪实—随州做实林业工作构筑鄂北生态屏障纪实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王松王松

青山绿水、蓝天
白云，瞭望随州山川
峻岭，随处可见山峦
叠翠、绿水清澈……
一幅幅生态美景，是
今 日 随 州 良 好 生 态
的一个个窗口，也印
证 了 全 市 上 下 深 入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构 筑 鄂 北 生 态 屏 障
取得的显著成效。

“绿色生态是随
州最大的资源优势，
保护好就是对历史、
对人民、对子孙后代
负责。”近年来，我市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以

“ 林 长 制 ”建 设 为 统
领，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 ，有 质 增 绿 、有 力
护 绿 、有 效 兴 绿 ，为
随 州 建 设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区 筑 牢 了
生态屏障、壮大了绿
色动能、擦亮了美丽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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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随州广阔的山场，只见荒山
尽绿，层林尽染，远山近川显得格外绚
烂。

造林绿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事业。近年来，我市以“无山不绿、
无水不清、无路不荫、无村不美”为总
体目标，以“成活是硬道理，成林是硬
政绩”为标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
措施全面推进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

扩绿，不仅仅是简单的植树造林，
而是要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适
地适树、适时适法，种一棵活一棵、造
一片成一片。我市以县级单位为主
体，通过造林绿化落地上图管理系统，
将省下达我市的造林计划任务，分人
工造林、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人工
造林、低效林改造）等方式落实到图
上，认真贯彻科学绿化理念，严禁违规
使用耕地绿化造林，科学安排造林绿
化用地，破解造林用地瓶颈，深挖绿化
用地潜力，精准推进造林绿化工作。
在春季造林绿化“黄金期”督促各地聚
焦重点区域荒山绿化，扎实推进国土
绿化质量提升行动。做好作业设计、
苗木调配及整地准备，特别是对荒山
绿化任务重的随县、广水市，加强组织
和技术指导，确保荒山造林的落实。

2022年以来，我市通过组织“四大
家”领导和“互联网+”义务植树等植
树造林活动，完成义务植树 1198.35余
万株，全市完成营造林项目 8.51 万亩
建设任务，累计创建国家级森林乡村
19 个、省级森林城镇 15 个和省级森林
乡村 22 个，随县林业局被评为全国绿
化先进集体、广水市林业局被评为全
国绿化模范单位；曾都区国有谢家寨
林场被纳入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
点，随县国有七尖峰林场被纳入全省
2024—2026年现代国有林场试点建设
之列；广水市应山街道八一村和随县
澴潭镇高家冲村被评为“湖北省森林
乡村示范”；随县封江口国家湿地公园
和慈云居生态园、广水市黄土关农文
旅小镇研学营地被评为“湖北省青少
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

据悉，目前全市林地面积 51.9382
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 45.4738 万公
顷 ，森 林 覆 盖 率 47.3%，森 林 蓄 积 量
3112.64 万立方米。全市共有国有林
场 6 个，总经营面积 1.8553 万公顷；自
然保护地 17 个，总面积 10.3621 万公
顷；湿地公园 3 个，总面积 0.7527 万公
顷；自然保护区 3 个，总面积 2.8727 万
公顷。层峦叠嶂堆积的绿色，重重田
园涂抹的绿色，正在随州释放着强大
的高质量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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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绿意盎然的广水市蔡河镇，一
排排林木迎风挺立，枝头绿叶展露蓬勃生
机……这是该镇精心打好“护绿”组合拳，
不断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筑牢绿色生态屏
障的充分见证。

近年来，蔡河镇主动作为守护青山，落
实了东部近 10万亩的公益林天然林全封全
育政策，禁止一切林木商业性质采伐。组
建 1 支镇级半专业扑火队 26 人，15 支村级
半专业扑火队 180人，同时对辖区内木材市
场经营活动进行了专项整治，关闭了 4处木
材收购点，从源头上规范了森林资源经营
行为。

“扩绿”更要“护绿”。我市不断加强森
林资源管护，站好“监督岗”，当好“护林
员”，守住生态底线，千方百计筑牢森林资
源防护“网”。

资源管护更加严格。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林木采伐管理的通知》，从林木采伐
办证范围、采伐调查设计、采伐相关政策、
采伐审批和监管等全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常态化开展违法侵占自然保护地排查整
治，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持续开展“绿盾”行
动。对全市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编
制了随州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着
力推动自然保护地编制总体规划，中华山

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地区高标准完成了勘界立标。加
强疫源疫病监测，省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监
测信息报告率 95%以上，应急值守在岗率达 100%。
充分发挥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作用，
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网监等部门联合开展“清风行
动”、网络市场监管等专项执法行动，共查办各类野
生动植物案件 23起，打掉犯罪团伙 2个，打击违法犯
罪人员 42 人，收缴野生动植物 463 只（株）、非法猎具
209具（支）。

两防工作有力有效。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地方
行政首长负责制，压实各级防控责任，层层传导压
力，认真履行经营主体责任，落实防范措施，实施“十
大行动”，用好“防火码”、掌上森防 APP、视频监控等
技防手段，开展专项治理。连续两年全市森林火灾
受害率分别为 0.016‰、0.021‰，远低于 0.9‰的省控
目标，国有林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没有发生森
林火灾。扎实推进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
动，连续两年成灾率远低于省下达年度 12.13‰的目
标。

特别是自 2021年全市“林长制”工作全面实施以
来，市林长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改变了传统由
林业部门“单打独斗”的做法，形成了保护森林资源
的强大合力，共同守护好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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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不仅是生态优势，也是经济红利。
曾都区洛阳镇九口堰村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加快林权流转，将“百美村庄——大乐之野”民
宿项目区域内林业资源流转经营权统一入股到洛阳
镇九口堰村乡村合作公司，实现年营业额 380 余万
元，有效带动 30户村民就近创业增收。

九口堰村近年来的发展实践，是我市探索“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激发林业产业发展活力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实践路径，努力让
绿色资源释放出生态“红利”。

油茶产业蓬勃发展。我市坚持把油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纳入市委 1号文件去谋划、市政府工作报告去
部署，推动油茶产业实现种植端向标准化转变、加工
端向多元化转变、销售端向品牌化转变。近年来，打
造出千亩以上基地 47 个，高标准万亩基地 6 个，种植
大户、合作社 127 个，实现全市 85%的乡镇、60%的村
种油茶，面积达 56.78 万亩，年产 1.68 万吨茶油，全产
业链年产值达 46.27 亿元。推动形成以“随州油茶”
公用品牌为引领，“楚花香”“喜乡随”“栎园春”“优尔
美”等 11个地方特色品牌相融合的品牌体系，真正把
随州油茶产业打造成为强县富民的优质产业、城乡
融合的样板产业。

林下经济方兴未艾。我市探索了四种林下经济
发展模式，以林粮、林菌、林药为主的林下种植模式，
主要种植品种为食用菌、冬瓜、南瓜、金银花、金丝皇
菊、天麻，七叶一枝花等；以林畜牧模式为主的林下
养殖模式，主要养殖品种为橡果猪、三黄鸡、蜜蜂、山
羊、牛等；以金头蜈蚣、葛根、野生菌、山野菜等为主
的林产品加工采集模式；以林家乐、森林旅游、森林
康养为主的森林景观利用模式。2023 年，全市林业
产业总产值 233.8亿元，其中林下经济总产值 30余亿
元，全市有上万余户（企业）、3 万余人从事发展林下
经济，形成了近期得利、长期得林、远近结合、林农牧
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龙头带动势头强劲。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
全市共创建国家级林业重点企业 1家，省级林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46 家，10 家省级龙头企业经营 5000
亩以上油茶基地，涌现出随县澴潭镇柏树湾村等林
权改革明星村。茶油、香菇、茶叶、葛根、油桃、金银
花、蕙兰、蜜枣等特色林产品深受市场好评，“栎园
春”“大洪山”“二月风”等 50 多个省级林特品牌久负
盛名。云峰山茶叶、二月风葛根、大洪山的香菇等多
个产品分别获得原产地、有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良好的生态不仅
意味着人居环境的提升，更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
值。蓬勃兴起的林业产业已然成为群众手中的“绿
色福袋”，让群众致富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面向新时代，追逐绿色发展，是随州永远不变的
梦想，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市将不
断完善林长制制度体系，着力提升林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重点攻坚促生态保护、建绿
色家园，力求构筑鄂北生态屏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 随州油茶育苗基地

▲ 油茶基地采收油茶果

▲ 随州林业资源剪影

▲ 森林防火员开展秋冬季
隐患排除和日常巡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