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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满古城画卷舒
———全市 2021年植树造林工作综述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从靳马线两侧的绿色

景观带，到大峪镇披绿山沟的

16000余亩花椒林，再到焦村镇 4500 余
亩桑果基地……行走在我市道路、河流、乡村

周边，随处可见新添的一抹抹绿色，汝州大地变得

更加美丽、怡人。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造林绿化作为改善

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2021
年初以来，我市完成森林抚育 8.5万亩、林业育苗
10500亩，动员全市适龄公民 60万余人次参加义
务植树 200 万余株，建立义务植树基地、市领导绿
化点、荣誉林等基地 38 个，寄料镇蔡沟村、牛沟村
等 37个村争创平顶山市级森林乡村，大峪镇黄窑
村、袁窑村等 39个村争创河南省级森林乡村，云堡
妙境森林旅游小镇争创森林特色小镇……国土绿

化面积明显增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林业经济

快速发展。汝河两岸，嵩箕、伏牛之间，处处

生机勃勃，处处绿意盎然，山水宜居绿

城画卷舒展。

12月 4日上午，按照全省统一安
排，我市组织开展冬季义务植树活动。

平顶山市委常委、汝州市委书记陈天

富，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春晓等在汝副

县级以上领导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培

绿，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

此次我市植树活动主会场设在骑

岭乡白马村，其余乡镇（街道）设分会

场。在主会场，一片繁忙有序的劳动景

象，大家严格按照植树要求，放苗入

坑、挥锹培土、提桶浇水，共栽植侧柏、

黑松等各类苗木 5000余株。
这是我市造林绿化“大会战”的一

个缩影。市委书记、市长多次带领市四

大班子领导参加义务植树，为全市人

民做了表率，掀起了植树造林高潮。

山水宜居绿城建设，矢志不移，持

续推进，全市上下一条心、一盘棋。市

直各单位、各乡镇（街道）开展大规模
植树造林活动、“播种绿色 梦想成

树”青年植树活动、社区亲子植树……

多层次、多形式的活动，在全市范围内

形成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参

与造林绿化的生动格局，掀起了冬季

造林绿化新高潮。

广植树、多造林，绿意满城乡。据

统计，今年初以来，全市已有 60万余
人次参加义务植树，先后营造“亲子

林”“巾帼林”“志愿者林”“八一林”等

主题林 200余万株。
如今，随着绿色理念深入人心，市

民参与义务植树的方式越来越多，植

绿、爱绿、护绿积极性日益高涨。

为顺利完成 2021年省林业局下
达我市的造林任务，我市及时印发《汝

州市 2021年度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暨
今冬明春植树造林攻坚实施方案》，将

各项营造林及森林抚育任务分解到各

乡镇（街道），新造林任务全面完成，完

成森林抚育 8.5万亩、林业育苗 10500
亩。

在全市春、冬两季义务植树活动

中，我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及时、科

学制定有关义务植树的制度、措施、技

术等。市直单位联系各乡镇，全市动

员、全民行动、全社会参与，广泛深入

开展城乡造林绿化活动，推动绿化事

业美丽前行。

我市创新义务植树模式，激发全

民义务植树的积极性，全市建立义务

植树基地、市领导绿化点、荣誉林等基

地 38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

森林乡村和森林小镇建设稳步推

进，寄料镇蔡沟村、牛沟村等 37个村
争创平顶山市级森林乡村，大峪镇黄

窑村、袁窑村等 39个村争创河南省级
森林乡村，汝州市云堡妙境森林旅游

小镇争创森林特色小镇，以创建为载

体，披绿秀美乡村。

大力推进植被恢复，总投资 154
万元的靳马线提升绿化工程，总投资

222万元的异地造林恢复森林植被工
程，正在我市北部山区打造出一条绿

色长廊、一片云端绿海。

如今，走进国有汝州市风穴林场，

漫步在林间山道，新植的柏树迎风摇

曳，由青松翠柏等组成的万亩林海正

成为绝佳的天然氧吧，吸引着更多的

游客前来探险健身。

“这一片树苗是今年 3月份栽的，有 200多亩，总共栽了
16000多棵树。这个地方叫胡来洼，名字是为了纪念解放前的
村民宋胡来植树护林而起的。”站在米庙镇焦岭村北侧的山

坡上，村委会委员高玉琴感慨地说。

她告诉记者，解放初期，村里有个叫宋胡来的村民，

在这里植树护林。平时宋胡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常年住在山上看守着这片林子，后来去世在了这片山

林中。“我小时候，我们村生态环境很好，原来这一带山

上到处是柏树，生态环境很好，小兔子时常出没，这里还

是小鸟的天堂，各色的花草满山坡都是，特别是山坡下的

沟渠常年溪水长流……”村民李战国回想起自己年轻时村

里美好的生态环境，是那样憧憬。

“老父亲交代我的事，要继续干下去！”被新闻媒体亲切称

为“树爸爸”的义务植树造林模范、王二长的二儿子王灵西说道。

王二长老人退休后义务在蟒川镇滕店村严子河河滩种树 32年，植树
造林 1060亩，铺就了一条长达 3公里的绿色长廊。2017年 10月，老
人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植树造林，义务守护

这条绿色长廊。

我市加大监管力度。严格保护森林资源，实行林地过火率目

标考核制和林地过火面积经济处罚制，责任逐级落实，任务层层

分解，防火期内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 24小时值班制度。
严防森林病虫害。按照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预案等，

采用沿路排查、随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测报点抽样调

查，掌握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动态。完善

县、乡、村三级测报网络，设置 50个固定、临时标准地，利
用测报灯、引诱剂、人工调查监测等方法，做好杨树病害、

杨树蛀干害虫等重点病虫害的系统监测工作，及时发现、迅

速除治，遏制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势头。

全面推行林长制。建立健全促进森林资源增长的长效机

制，实现了林地保有量、森林保有量、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

四项数据的量化考核，全市立木总蓄积量达到 298万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达到 36.71%。

强力推进森林督察及整改工作。截至 10月底，查处整改图斑 84
个，面积 141.5689公顷。

干群齐上阵，全民皆可“兵”。我市坚持把林业生态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相结合，在做好全民义务植树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行荣誉林

建设，建成市乡村三级荣誉林，实现了植树造林与弘扬社会正能

量相统一。同时，我市建立完善市乡村三级防火队伍和护林员

队伍，实行网格化管理，将森林防火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山

头地块，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一片”。

加强依法治林。我市先后开展了“严厉打击破坏野生

动物违法犯罪”“绿卫 2021”“扫黑除恶”“环保督察回头
看”“汝州市河湖采砂专项治理”等专项行动，办理各类

涉林违法案件 30起，其中办理非法占用林地案件 10
起，滥伐林木 16起，移送森林公安涉刑案件 4起，处理
违法人员 26人次，罚没收入 60余万元，有效地保护了全
市森林资源的安全。

加强汝河湿地保护，打造湿地新亮点。总投资 9.6亿元
的汝河国家湿地公园、森林大道建设项目持续推进，打造出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秀美湿地公园。

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好品牌。在

植绿、护绿的同时，我市以绿色为发展底

色，做大做强绿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

态 +”的发展新路子。
焦村镇桑果蜂返乡创业示范园

就是其中的典范。2018 年 4 月以
来，焦村镇秉承“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建起以植桑养蚕、石

榴、蟠桃等种植以及蜜蜂养殖为主

导产业的桑果蜂返乡创业示范园，按

产业布局划分为一园五基地，涵盖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

吸纳周边农村劳动力和困难家庭劳动力

就业。截至目前，桑果蜂产业园入园经营

主体 18 家，其中公司 4 家、合作社 12
家、家庭农场 2家，发展桑树种植 4500
亩，养蜂 5000 箱，养蜂户 300 户以上，带
动创业就业 6900多人，年产值 2000多万
元。

怎样守住这片绿，让群众从“绿”中

受益？我市通过大力发展以花椒、蚕

桑、石榴为重点的特色经济林产业基

地，先后建成 4个花椒种植基地、1
万亩蚕桑经济林基地和 5000 亩软
籽石榴种植基地，切实提高林业

经济效益，2016 年以来全市新增
经济林面积 4.7万亩，累计带动 1.5
万农户增收。

同时，围绕林业重大生态工程、林

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我市创新林业

产权模式和投融资机制，依托市级国有

资本经营公司，深化与知名企业合作，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林业生态建设，有效解

决了绿化造林“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以建设山水宜居绿城和发展现代林

业为目标，不断提升林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林业的可持续

发展。以振兴乡村为抓手，大力发展林业

特色产业，通过引进优良的品种和先进

的种植技术，创新发展模式，大力培训

林农，发展林果业、林下经济，壮大

林经产业，拉长产业链条，做到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经济和

社会效益。”在市林业局局长薛

通文的眼里，新的绿色规划美丽

可期。

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

市将全面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提质，推

动国土绿化由“大写意”向“工笔画”转

变，让绿色成为汝州高质量发展最亮丽

的底色。

绿树环绕的寄料

镇平王宋新村

蟒川南部山区风光

志愿者在植树

米庙镇焦岭村组织干群春季植树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