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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生态蓝图 森林资源注重保护与发展
� � � �除了森林资源开发利用， 森林资源的保护
也是森林质量提升的一道生命线。

“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手段，防治松材线虫
病也要像防治‘非典’一样，不能发现一个病人
医治一个病人， 而是把所有与病人接触过的可
疑之人都要隔离起来， 只有全面消灭病源才能
根治疾病。”政协委员王启庆十分关注松材线虫
病的危害。他建议，针对当前松材线虫病危害面
积出现爆发式增长， 政府部门需要采取有力措
施，主动出击，同时加强现有政策的研究，寻找
突破口。不但要用好现有采伐计划，还可以通过
美丽林相建设向上争取政策， 增加当年的林木
采伐计划。 对于一些已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性的
混交林，要加大抚育力度，间伐松木补植其他珍
贵树种。

保护的背后， 是一张森林质量提升的规划
蓝图。 为此，委员们纷纷提出建议。

“森林质量提升，林相改造光靠政府不行，
没有政府长远规划和努力也不行。 各地实践证
明，要有几十年努力的打算。 要明确改造方向、
重点树种，调动各方积极性，特别是老百姓的积
极性。 要制定出台责任山林份质量改造、补种、
插种的激励政策和长效机制。”委员姜波恳切地
说。 他建议，要高度重视林业机构建设、队伍建
设，要强化森林经营的意识，探索多种类型林相
改造模式， 特别要调动老百姓参与林份改造的
积极性。此外，他还建议积极鼓励农林科技人员
参与山地、林地开发，制定农林科技人员承包开
发山地、 林地、 林相改造的激励政策和长效机
制。 同时，将绿道、“六边三化”、国有林场等区

域林木质量提升的重点区域与绿化林木质量提
升结合起来，种出一路一特色，一村一亮点。

政协委员丁岳清则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绿化
规划，强化规划实施的刚性，因地制宜搞绿化，突
出景观特色，不能千篇一律。 目前建设工作应以
城乡廊道绿化为重点， 细化美丽林相建设的规
划，推动森林结构更加优化、布局更加合理、功能
更加全面。 要强化精品意识，加大投入，久久为
功。 同时政府也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实现林业
人才队伍专业化，落实科技创新激励机制。

一个下午的专题协商会很快结束，副市长杨
秀清充分肯定了市政协民主监督工作，并表示将
认真研究吸收好思路、好建议，督促各职能部门
把意见建议转化为实际行动，推动丽水森林质量
提升。

丽丽水水市市政政协协就就““丽丽水水森森林林质质量量提提升升””开开展展专专题题协协商商

让让丽丽水水““绿绿起起来来”” 森森林林““美美起起来来””

□ 记者 蓝倞 实习生 刘恬

本报讯 盛夏的丽水，郁郁葱葱的山林送来阵阵清风，涤荡人心。 这些沁人心脾的“翠绿”，牵动
着政协委员的心。

日前，丽水市政协召开四届二十九次主席会议，就“打造最美生态，提升森林质量”进行专题议
政。 委员们在这场“头脑风暴”中各抒己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提出了一条条有价值、有
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浙南林海”实至名归 森林资源提升仍有短板
� � � �丽水出门便是青山，入眼便是林木。 据去年
省林业厅发布的森林资源调查结果， 丽水以占
全省 17%的土地面积， 蕴藏了全省 20%以上的
森林资源，“浙南林海”实至名归。

优势森林资源如何实现生态价值转化，丽
水森林资源存在的短板如何补齐？ 让丽水森林
越来越“绿”、越来越“美”、越来越“富”是关系生
态平衡、生产基础、民生需求的重要问题。 为进
一步梳理我市森林资源质量情况， 市政协专门
成立调研组，围绕“打造最美生态，着力提升森
林质量”开展调查研究。

在连续数月的调研中，政协委员们发现，
眼下茂密的森林大有乾坤。

根据调研， 我市多年来推进植树护绿工
作，2011-2018 年，实现林地面积、活立木总蓄
积、森林覆盖率“三增长”。 成功创建国家级森
林城市 2 个、省级森林城市 9 个、省级森林城
镇 28 个。 2018 年，全市林业总产值 650 亿元，
在全省排名第 6 位，增幅全省排名第一；林权
改革成为全国样板； 森林、 湿地 GEP 达到
4178.73 亿元；在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上取
得了成效。

但是在这样的成效背后， 我市森林资源提升
依然存在短板：

———生态格局，既有远忧又有近虑。远忧是指
森林蓄积量不高，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8%、林种结
构单一，近虑是指松材线虫病来势凶猛。

———随处可见的“面上森林”，丽水森林里缺
珍贵林、财富林。

———城乡廊道，精致不够、特色不够。
在之后的专题协商会上，委员们纷纷在“精准

提升森林质量”议题上下功夫。

描画“绿”的底色 激活当下森林资源
� � � �“锥栗林套种多花黄精后，锥栗产量比套种
前提高了近 1.9 倍， 锥栗单果重量和维生素、淀
粉等含量均显著增加；香榧基地套种黄精、雪莲
果后，香榧幼林新梢和基径的生长显著加快；杉
木用材林套种多花黄精后， 杉木高生长和胸径
生长也明显加快。 ”政协委员刘跃钧阐述了森林
资源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林下经济。 刘跃钧
建议保持适度发展规模。 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因地制宜地推广林-
药、林-菌、林-粮（油）、林-旅、林-养等“一亩山
万元钱”科技富民模式技术，适度扩大林下经济
发展规模，同时加强新优品种选育，制定出台普
惠性政策，培育扶持龙头企业。

“广东肇庆市珍贵树种人工林面积原来
不足 100 亩，现在达到 30 多万亩。 ”为了解各
地提升森林资源的好做法好经验， 调研组一
行分赴两省八地进行了调研。 政协委员姜波
对肇庆市的做法印象深刻：“他们发展珍贵苗
木有两大特点：一是种植品种多，从国内外收
集引种檀香、土沉香、奇楠、红锥、版纳黑檀、
大叶桃花心木等 30 多个珍贵树种，成为目前
我国南方地区收集珍贵树种最多、 种植面积
最大的珍贵树种种质资源库； 二是发展模式
多样化。 有连片造林、补植套种、‘四旁地’种
植等多种模式。 ”他建议各县（市、区）建设适
度规模的苗木基地， 以政府预购买苗木的形

式， 大力培育、 推荐珍贵树种和地方特色树种苗
木，以调整区域林木结构，并种出区域特色林相。

政协委员邱旭平也十分看重“珍贵苗木”的作
用。他特别提出，森林质量提升要以栽种本土珍贵
名木为重点，林相改造与经济价值相结合为原则，
让丽水的绿水青山成为真正的金山银山。“丽水的
气候林地条件非常适合楠木、檀木、红豆杉、花梨
木等珍贵名木生长， 这些本土原生树种是自然对
我们的馈赠。 根据立地条件和楠木、红豆杉喜阴，
檀木喜阳的特性，在原有林地套种，既不破坏原有
生态，又使林相得以改造，森林蕴含的价值得到大
幅提升，一举三得。”邱旭平的一席话，得到了许多
委员的认同。

记者 程昌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