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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田长谈护田

实现“林长治” 蓄势绿色崛起
——我市全面推动林长制工作走深走实

平定县巨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孙 京

巍巍狮脑山上，茂盛的植被如同山的
衣装；主干道两旁，厚厚的落叶见证行道
树的繁茂；乡村的林地里，林长扎根田间
地头守护着山林树木……初冬时节的山
城大地，处处仍有“绿”的踪迹。守护这一
片绿色的，是我市各级林长和林长制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实施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完善林
长制工作机制，促进各级林长主动履职、
推动工作创新开展。市、县、乡、村四级
林长在自己的“责任田”上书写着造福人
民的生态答卷，取得了可喜成绩。我市
各级林长履职能力不断提升，各项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

我市坚持以“林”为重点、“长”为核
心、“制”为关键，统筹推进林长制工作。
我市坚持高位推动，下好林长制工作“先
手棋”。我市成立了林长制办公室，由总
林长直接领导。林长制办公室先后印发
了《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林长制
工作手册》《巡林手册》等，并推出林长制
专班周调度制度，充分发挥林长指导、协
调、服务、督促的作用。明确了市级林长
包保责任区域工作任务清单，定期向各级
林长下发工作提醒函、督办函，有序推进
各项工作开展。

我市构建起了市、县、乡、村四级林长
组织体系，全市1152名林长上岗履职，层
层压实的责任体系实现了森林资源保护
与发展网格化、精细化管理。

借鉴承德市的先进经验，我市根据实
际情况设置了市级林长巡林参谋和联络
员，要求市级林长巡林参谋和联络员做好
调研，主动与市级林长沟通，配合巡林督
导，确保林长制工作落到实处。

“各级林长要亲自组织、亲自参与巡
林，为推动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治
保障。”在我市今年发布的第 1 号林长令
中，对林长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随后，各
县（区）总林长也相继发布各自的林长令，
督促各级林长履职尽责。

11 月 12 日，平定县张庄镇森林防火
道路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开足马

力赶工期。森林防火道路建设是我市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此外，
我市还实施了森林高风险综合治理项目
盂县、平定县林火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和平
定县森林防火专业队伍营房工程。在各
级林长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下，我市森
林草原防火力度持续加大，连续3年实现

“零火灾”。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做好国土

绿化工作、扎实开展森林督查工作、做好
自然保护地管理、进行林草有害生物防
治……林长的工作，不仅限于森林草原
防火，而是涉及“林”的方方面面。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林长制工作的
重要方面。我市围绕改革目标任务、路
径、方法等重点，出台了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方案，并建立沟通机制，全过程推
进改革。探索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提
升森林经营效率、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创
新林权融资机制……在一项项改革举措

的推动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初见成效。
平定县作为全省27个林权改革试点县之
一，率先吹响改革“集结号”。

11月7日，我市在五渡湿地公园成功
放生了一只黑鹳。这只黑鹳是今年夏天
我市摄影爱好者在白羊墅湿地公园发现
并救助的。黑鹳、天鹅、鸊䴘……近些年，
各种野生动物频繁出现，说明我市整体生
态状况越来越好。这与我市自然保护地
管理工作持续推进密不可分。我市采用

“线上+线下”的模式广泛宣传，提高群众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自觉性；组织开展打击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执法活动；完善自
然保护地体系，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地总体
规划编制。今年，我市完成4个自然保护
地总规编制，为更多野生动物提供适合的
生存环境。

国土绿化工作中，我市今年计划实施
人工造林3万亩、退化林修复3.8万亩、封
山育林3万亩、人工种草1万亩、草原改良

5万亩。目前各项工作推进顺利。太行山
（山西段东南部）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项目已完成立项和初步设计；
全市共完成义务植树 280 万株；5 个乡村
完成森林乡村创建工作。

既要造林，也要护林。我市持续加强
林草行政执法和行政案件办理工作，开展
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查处整改“清零”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2023年督查发现
的81起破坏森林资源案件，已完成查处整
改65起，剩余案件今年年底前全部办结。

持续开展的林长制工作，让森林成为
我市发展的“绿色”动能，孕育着无限希
望。未来，我市将充分发挥各级林长“抓
总纲、解难题、压责任”的关键作用，坚持

“扩绿、兴绿、护绿”并举，进一步拓展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推动森林

“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韩文生 侯节）

西南舁乡位于郊区东北部，毗邻
盂县、平定县，全乡耕地有1.97万亩，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有1.89万亩。

耕地保护是一项关系国家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人民福祉的重
要工作。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乡、村两级严格贯彻落实田长制工
作要求，勤勉尽责，定期巡查，有效
遏制违规占地与破坏耕地行为。
在全乡范围内广泛开展耕地保护
宣传教育，提升农民法律意识，营
造全民护田的良好氛围。与此同

时，全乡扎实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升
级、灌溉与排水系统优化，耕地的
抗灾能力显著增强，土壤质量得到
有效提升。

下一步，西南舁乡将进一步严格
落实耕地保护制度，继续推进农田改
造工程，宣传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模
式，鼓励土地流转与集体化经营。同
时，带领团队创新护田策略，强化保
护机制，确保耕地永续发展，筑牢国
家粮食安全防线。

侯节 郭鑫璐整理

巨城镇耕地面积4.6万亩，其中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6万多亩。为了
加强耕地保护，巨城镇全面推行田长
制，构建从镇到村的完整责任体系，
层层签订耕地保护责任状，形成了党
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群众参
与、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责任机制。

巨城镇建立了日常监测机制，通
过设立田长制公示牌、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全面掌握年度耕地变化情况，
将监督管理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努
力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
体”保护目标。

对于违法占用耕地和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问题，巨城镇及时发
现并有效制止。巨城镇还通过宣传
和教育活动，提高群众的耕地保护
意识。

下一步，巨城镇将坚持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理
念，构建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提高耕地保护的效率和
准确性，切实做好耕地保护工作，加
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形成合
力共同推进耕地保护工作。同时，
巨城镇还将加大对违法占用耕地行
为的打击力度，确保耕地保护制度
得到有效执行。

盂县路家村镇党委书记 王暾明

路家村镇认真落实上级工作部
署，坚持“党政同责、镇村联动、全域
覆盖”，设立镇、村、网格“三级”田长，
坚持严守红线管好田、多措并举护好
田、凝心聚力守好田。

路家村镇设立2名镇级田长、2名
镇级副田长、38名村级田长及98名网
格员，形成“全覆盖、无缝隙”的网格化
监管体系。路家村镇主动对接相关部
门开展政策培训和业务指导，组织150
余人开展学习；积极开展违法卫片图
斑实地核查工作，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占用耕地行为；通过宣传车、村广播、
走访等途径广泛宣传耕地保护政策；
设立耕地公示标牌和保护标志，及时
公开保护面积、范围图、田长制责任人
和监督电话等内容，形成全镇上下齐
心协力共同护田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路家村镇将进一步凝聚
共识，完善田长制工作体系，优化常
态化监管体制；充分发挥镇村两级田
长作用，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不断提
高耕地利用效益，确保以田长制实现

“田长治”。

郊区西南舁乡党委书记 王贵珠

丰富的森林资源是我市的绿色“银行”。 温荣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