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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刘海涛 赵玉杰

  森林防火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全保
障，事关国土生态安全，关乎人民生命财产
和森林资源安全。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聚焦打好森林防火攻坚战，创新工作举
措，全力推动森林防火能力建设提质增效，
切实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我市连续9年无较大以上森林火灾发
生 ，实现森林火灾受害率低于0 . 9‰的
目标。

  统筹“一盘棋”

推进防火责任再落实

  我市是全省13个森林防火重点市之
一，有9个国有林场、5个森林防火重点县
市、41个森林防火重点镇街、功能区，拥有
沂山、云门山、仰天山等大量林区自然景
观。我市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森林资源分布
面广量大、古树名木数量众多、生物多样性
丰富，森林防火任务十分艰巨。
  高规格组织推动。我市高度重视森林
和草原防火工作，对新时期森林防火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林长制为抓手，不断健
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森林防火
工作责任体系，全市共设置市、县、镇、村四
级林长8545名，各级林长带头巡林护林，协
调督促解决问题，在森林资源管护、森林防
火等方面勇挑重担、履职尽责，合力推动森
林防火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取得实效。高效
能督导帮扶。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齐抓共管、群防
群治，特别是在春节、清明节、“五一”国际
劳动节等关键时段，班子成员包片蹲点，走
基层、解难题，指导森林防火重点县（市、
区）细致开展工作；成立5个林业工作综合
组，对重点镇街“驻在式”包保，常态化收集
基层一线意见建议，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
改工作。高标准打牢基础。细化网格管理，
全市建立“市-县-镇街-村-网格”五级4785
个生态保护网格，确保森林防火责任全域
覆盖；出台《潍坊市森林防火内部人员管理
奖惩办法》，激励巡护人员履职尽责，调动
基层工作主动性，筑牢基层基础防线。
  沂山林场是全省十大重点林场之一，
森林覆盖率高达98.6%，是著名的生态旅游
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森
林防火压力巨大。为保障森林安全，林场划
分网格19个，设置巡查员40名，建立“天上
看、地上巡”的监测网，实现森林防火区全
域巡护，林场连续多年未发生重大森林
火灾。

  织密“一张网”

促进防火能力再提升

  健全工作机制。全市探索形成了“四个
一”工作机制，即林区内生产经营主体建立
一支专职防火安全员队伍、配齐一套森林
防火设施设备、制定一套森林防火应急预
案、构建一套成熟可靠的运行机制，持续推
动森林防火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不
断探索实践的基础上，结合青州市王坟镇
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

有效经验，创新制定《潍坊市镇级（街道）森
林防火工作标准》，规范镇级森林防火火源
管控、隐患排查、预警监测、火灾扑救等标
准，并在全市推广应用，有效提升基层森林
防火能力。建强防火队伍。聚焦森林防火
“人防”作用，出台《潍坊市森林防火队伍建
设方案》，着力构建常年驻守林区以专业队
伍为主力、防火期以半专业队伍作加强和
志愿者队伍为补充、源头治理以科技队伍
作支撑的森林防火队伍发展格局。
  目前全市已建立森林防灭火巡查专业
队28支610人、半专业队28支530人，实现与
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森林消防队伍的
“串并联”，有力提高全市森林火灾预防处
置能力。丰富宣传引导方式。结合“林长制
宣传月”“森林文化周”“防灾减灾日”等时
间节点，与群众面对面解读宣传政策法规，
推动森林防火安全常识入村、入户、入脑、
入心。同时，坚持正面发声、主动发声、权威
发声，通过《政策访谈》栏目、森林防灭火工
作新闻发布会等途径，介绍森林防火相关
工作，回应社会关切。挖掘正、反面典型案
例，拍摄警示教育片，录制方言音频，利用
宣传车、村大喇叭、微信群等全域转播，积
极营造全民参与森林防火的浓厚氛围，坚
决打好森林防火战。

  编制“一张图”

谋划防控布设再精准

  狠抓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公安、电
力等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违规用火行
为查处、林区输配电线路和用电设施等森

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起底
式、无死角排查火灾风险点，排查整治隐
患278处；常态化开展“五清行动”，进一步
清理与林区接壤的坟边、林边、地边等范
围的可燃物。临朐县国有嵩山林场、昌乐
县国有孤山林场等林地边缘5米内可燃物
全部清理，成效明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争取中央预算内森林防火资金，专项用于
森林防火信息化、防灭火物资储备及以水
灭火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开工新建和
改造森林防火应急道路118km；持续实施
“引水上山、蓄水上山、洒水增湿、拎水上
山”“蓄水赋能”森林防火行动，建设输水管
网353km、蓄水设施1893个，为实施以水灭
火提供了水源保障。加大无人机群巡防监
测力度，全市配置无人机40架，用于重点
林区空中巡查，通过“1+N”指挥机群作业
方式，精准监测，有效提高发现烟点效率。
制定“一山一策”布防图。在全市推行“一
山一策”分区施策，将森林防火重点山头
内车行道路、人行道路、水源地、防火检查
站、墓地等全要素编号造册，制作森林防火
布防图67幅。及时修订《森林防火应急预
案》，组织随机检验拉动100余次，逐片检
验预案可行性和有效性。临朐县黑山生态
林场将内部道路、水源、消防栓、墓地、防
火检查站等标号、登记在册，实现“一张
图”布防。青州市王坟镇把“一山一策”进
一步细化为“一域一策”，将镇内林区分为6
个防区170个板块，制作170幅森林防火布
防图，标明所属防区、现场指挥员、防火道
路、水源位置，推动森林防火“挂图作战、精
准防控”。

  统筹“一盘棋”、、织密“一张网”、、编制“一张图”，，市市自自然然资资源源和和规规划划局局——

全全面面筑筑牢牢森森林林““防防火火墙墙””

  本报讯 （记者 井峥 通讯
员 陈仁鹏 许东）安丘市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以林长制为抓手，坚守“一条底线”，
紧盯“五条红线”，锚定目标、多点发
力 ，推动林业全面开花、高质量
发展。
  创新监管模式，筑牢森林资源
保护防线。聚焦监管难题，从问题、
目标、效果出发，推动监管从事后整
改转为事前预防。开展常态化巡查
320余次，查处71起非法占林案件，
有效遏制了破坏行为；印发1171张
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暨林地分布
示意图，保障依法用林和凭证采伐。
  科技引领创新，实现森林防灭
火能力跃升。创新研发15立方储水
罐，投资860多万元建设199个储水
罐，覆盖重点林区，“地埋式储水罐
引水上山工程”被潍坊市推广。组建

5个森林防灭火专业队，常年驻防重
点林区24小时值班，本轮防火期开
展“一山一案”31次实战化演练，获
省级竞赛团体三等奖。
  挖掘产业潜力，推动林业产业
成果新突破。因地制宜打造“获鹿山
谷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和郚山全域
森林康养示范镇。建成全国最大文
冠果种质库，收集660余份资源，创
建栽培体系，成立研究院与院士工
作站。文冠果产业获1项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11个商标。
  构建监测网络，实现有害生物
防控全覆盖。设1处省级、10处基层
有害生物测报点，定期发布70余起
虫情简报，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提
供科学依据。采用“空中+地面”模
式防治有害生物，累计防治面积达
6.4万亩，实现“有虫不成灾”的防控
目标。

安丘市多点发力

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陆萌）近年来，我市开拓创新，多措并举，
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构建分类科学、
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自然保护
地新体系。同时，持续推进野生动物保护督
导检查，加强野生植物保护，筑牢生物多样
性底线。
  青山为底，河湖为脉，潍坊犹如一颗璀

璨的绿宝石镶嵌在胶东半岛。我市在自然
保护地规划、保护、修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全市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鸟
儿来潍坊“筑巢安家”。
  我市自然生态美景如画，成为鸟儿的天
堂。以法治护航鸟类保护，爱鸟、护鸟已成为
市民的共识；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和省级自然
保护地为主体的保护网络，对候鸟繁殖和越

冬栖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让很多原本并不
在潍坊过冬的候鸟变成了“留鸟”。
  我市各自然保护地也是鸟类“筑巢安
家”的好地方。在白浪绿洲湿地公园内，不时
有成群的野鸟在空中飞过，水边不断有鹭鸟
前来觅食嬉戏，还有鸟儿从河面上拂过，激
起道道波纹，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景象。寒亭区禹王国家湿地公园是鸟类重

要的栖息地，经常有观鸟爱好者前来拍鸟。
寿光市的巨淀湖风景区内湿地面积大，鸟类
众多，有白鹤、丹顶鹤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和灰鹤、红隼、黄爪隼、游隼等二级保护鸟类
20多种。昌乐县仙月湖景区是鹭鸟的大型栖
息地，每年都有成群的鹭鸟来此栖息，尤其
是五六月份，成群的鹭鸟在此聚集，在湖水
上翩翩起舞，景色美不胜收。

让潍坊成为鸟儿的天堂
我市全面提升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管护水平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凤 通
讯员 谭小萍 张新华）近年来，临
朐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围绕建设潍坊西南生态
屏障目标定位，坚持以生态临朐建
设统揽发展全局，聚焦森林资源可
持续发展，严格森林资源管理保护，
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
  高位推动，聚力构建全域生态
新格局。坚持“一把手”推进机制，县
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推
动落实，始终把森林资源管护作为
年度重点工作，厚植生态家底，守护
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生态服务
功能明显增强，绿色发展的生态基
础更加稳固。
  科学绿化，聚力实现森林质量
新提升。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
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临朐
县 森 林 可 持 续 经 营 试 点 项 目

（2023—2025）成功入选省级试点；高
标准完成总投资3.16亿元的沂山区
域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实现国
土绿化高质量推进。
  健全制度，聚力森林防火能力
新跨越。坚持防在先、救在前、抓当
时，落实“精细化”防控机制，持续强
化火源管控、监测预警、隐患整治、
应急处置；狠抓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和物资装备保障水平，有序推进总
投资6657万元的森林火灾高风险区
和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
  加强管理，聚力林业资源保护
新局面。深化林业执法体制改革，建
强执法队伍，严厉打击各类涉林违
法行为；优化自然保护地管理网络，
全面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和
水平，加强食用林产品监督监测和
风险检测，以务实有效的举措，全力
守牢“林地、湿地、野生动植物保护
和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四条
底线。

临临朐朐县县厚厚植植生生态态基基底底

夯夯实实绿绿色色屏屏障障

  本报讯 （记者 井峥 通讯
员 张鹏程）近年来，昌乐县认真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担当尽责、积极作为，以林草资源保
护为抓手，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
的保护管理体系，推动全县林草资
源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科学监测，林地数据更加精准
完善。深入开展“林草湿荒”普查，
将普查成果与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进行对接，坚持统一底版、统一标
准、统一时点，一体化开展森林草
原湿地普查和荒漠化沙化土地、石
漠化土地调查监测，全面查清县域
范围内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数
量、质量、结构及其管理等情况，为
全县林草资源保护管理数据提供
精准支撑。
  高效审批，林地征占用审批更
加规范。严格占用林地项目审查审

批，建立征占用林地跟踪检查机制，
实行全程监管，确保规范用地，为项
目建设提供林地要素保障。去年以
来，昌乐县共对经营性建设项目、市
政道路、管线类等165个项目地块提
供林地落界技术支持。
  严格执法，涉林草资源违法得
到有效遏制。昌乐县高度重视林草
执法工作，相关部门单位联合成立
普法宣讲小组，在全县开展普法行
动。强化林草资源保护监管，采取
加强日常巡查与上级部门下发森
林督查图斑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对
问题图斑进行跟踪调查核实，严肃
查处违法破坏森林资源等行为，有
效遏制了破坏林地资源违法行为
的发生。
  图为昌乐县国有孤山林场护林
员开展森林防火日常巡查。
      通讯员 康忠生 摄

昌昌乐乐县县全全方方位位加加强强

林林草草资资源源保保护护管管理理

潍坊临朐弥河源湿地公园（资料图片）。

与林为伴，铺就绿色基底
——— 我市创新举措推进森林资源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王妍婷 刘丽雪

  在临朐县国有沂山林场，1600余年的
古松树顽强地屹立在山间；在临朐县国有
嵩山林场，江北最大的水杉林与山水相映；
在寿光国有机械林场，从一片盐碱地成长
为4A级景区的画面浮现在眼前……近年
来，我市绿水青山越来越美，森林资源生态
家底更加厚实，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蕴越加
厚重。
  潍坊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紧盯重点，开拓创新，抓紧
抓实国有林场改革发展，高标准实施林场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打造全国森林可
持续经营试点，促进全市森林资源提质增
效、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潍坊市绿
色发展底蕴。我市分布于青州市、寿光市、
安丘市、临朐县、昌乐县的9处国有林场，经
营总面积达17万亩，构建了全市森林资源
保护的“四梁八柱”。

提提质质增增效效，，铺铺就就绿绿色色基基底底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
生存的根基。潍坊市国有林场以培育稳定
高效的森林系统为目标，积极开展森林可
持续经营，着力提高森林质量，提升森林四
库功能。2024年，寿光市国有机械林场完成
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740多亩，临朐县
国有沂山林场、国有嵩山林场、国有九山林
场、国有丹崮林场完成省级可持续经营试
点2300亩。积极申报国土绿化项目，潍坊市
国有林场共获批6704亩。

  国有林场依托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项
目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林分结构，优化林
相，促进形成稳定的异龄复层混交林，切实
增强林分的抗逆性，培育稳定、优质、高效
的森林生态系统，充分发挥森林碳库的“压
舱石”作用，筑牢潍坊市生态安全屏障。

以以林林为为基基，，创创新新产产业业架架构构

  为全面盘活林场经济，各个林场根据
自身特色，纷纷打破固有发展模式，走上创
新发展的路子，带动周边百姓发家致富。其
中，寿光国有机械林场的盐碱地复合利用
模式获得省自然资源厅高度评价，是全国

盐碱地改良的样板区域。
  寿光市国有机械林场位于一片重度盐
碱地上。。近年来，林场积极挖掘资源潜力，创
新发展模式，坚持“以林养林、以副养林”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森林资源培育为基础，
立足土地、林木、地下卤水资源优势，创新提
升盐碱地治理，从“投钱变绿”到“以绿换
钱”，充分发挥盐碱地生态修复累积效益，发
展盐碱地特色农业、旅游业、养殖业，延伸产
业链，推行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先后形成了
林果生产、林下粮棉种植、苗木培育、水产养
殖、生态旅游等多种产业，推动由传统单一
的营林模式向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等多种林
农高效复合经营模式发展转变，为全国盐碱

地林业产业发展树立了样板。

与与林林为为伴伴，，构构建建自自然然公公园园

  国有林场森林覆盖率高、周边空气质量
好，为市民户外活动提供了良好生态环境。
为更好服务民众，我市依托国有林场丰富的
森林资源，设立了3处国家级森林公园、3处
省级森林公园。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同时，为
公众提供一个休闲、科普、亲近自然的场所。
  打造“体验+宣传”模式，全力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以青州杨集林场为基础
设立的仰天山国家森林公园，打造了森林
浴场、森林养生步道等特色景观节点，吸引
喜欢自然环境的游客驻足体验、了解森林
文化；借助林场自然环境，开展森林夏令营
和研学活动，吸引青少年学习森林知识，提
高全社会保护森林意识。
  探索“公园+业态”模式，发挥森林资
源生态经济效益。以寿光市国有机械林场
为基础设立的寿光渤海省级森林公园，实
施林文旅体多产业融合发展战略，成功打
造了在全国具较高知名度的林海生态博览
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
示范点、全国森林康养示范基地建设试点
单位。每年接待游客达50余万人次，综合旅
游收入800多万元，直接和间接提供就业岗
位5000多人，辐射带动周边种养殖、园林绿
化、运输、旅游、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绿色正成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
色，也成为民生福祉的厚重成色。我市将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续写新时代森林事业发展新
篇章。

  本报讯 （记者 赵金凤 通
讯员 杜连杰 李宜福）古树名木
作为跨越时空的绿色丰碑，既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活态标本，更是传承
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为切实践行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推动古树名
木保护工作提质增效，高密市林业
发展中心创新实施“两率先一融合”
保护策略。
  首创“政企社”协同机制，在
潍坊市率先设立高密古树名木保
护基金，倡议开展社会化认捐认
养，单位和个人积极响应，共计认
捐金额21.57万元，豪迈集团、孚日
集团各认捐10万元，高密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高密市林业发展中
心等单位倡议干部职工认捐1.5 7
万元。

  在潍坊市率先实施古树复壮项
目。利用高密古树名木保护基金实
施密水张家埠600年银杏、朝阳街道
王党500年银杏古树复壮项目。积极
争取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古树名木复
壮项目，为注沟滕家庄600年古圆柏
无偿实施复壮，项目总金额约15
万元。
  实施“文化传承+”研学旅行，
将古树承载的坚韧品格融入生态教
育，打造了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
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王党古树文
化墙。
  目前，首批3株濒危古树复壮工
程已全面完成，通过根系修复、树洞
再造、土壤改良、树冠整理等12项技
术措施，让这些“绿色活化石”重现
生机。

青州九龙盘（资料图片）。

高密市推动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