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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绿

“每个天气好的周末，我们都会带着孩子

来弘文园走一走。这几年无论是城区还是南

北两山，变化太大了，走到哪儿都是满眼的绿

色！”近日，在弘文园散步的市民李文娟说。

天水市始终践行绿色理念，科学推进

国土绿化，持续优化“一带三廊四区多点”

生态建设布局，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水、

集中连片、整流域规划，坚持工程造林、义

务植树与自然修复相结合，坚持市、县区、

乡镇、村组四级同步推进，林业和草原齐

抓，不断提升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2023

年，全市营造林草面积 44.72 万亩，为年度

总任务的 104.33%。

每到植树时节，天水市各级党政干部、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2023 年，全市参与义务植树的人数达

156.9 万人次，栽植各类苗木 831.2 万株。

为积极拓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渠道，天水

市开通全民义务植树网，设立“保护古树名

木、守护绿色遗产”义务植树公益募捐项

目，目前已募集绿化资金 60.53 万元。

天水市以及秦州区、麦积区、清水县成

功创建为省级森林城市。在此基础上，天

水市乘势而上，加快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步

伐，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护 绿

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

天水市将林长制作为林草工作总抓

手，推进“林长＋生态护林员”的网格化管

理制度，设置了市委、市政府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总林长

的“双林长”机构，严格推进林长会议、信息公开、部门协作

等五项制度，常态化压紧靠实林长巡林、定期调度、联席会

议等机制，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域闭环的“五级网

格”，责任体系全面落实。

2023 年，天水市依托 7850 名林长、1.3 万名生态护林

员，累计巡林 2.36 万人次。市林长办共

发出督办函 5 轮次，提醒函 15 批 57 次，

把清单管理、函询督办贯穿林长履职尽

责全过程，各级林长尽责意识全面提高。

天水市林草部门还通过开展森林

督 查 以 及 非 法 侵 占 林 地 、毁 林 等 破 坏

森 林 资 源 违 法 违 规 问 题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持 续 排 查 整 治 破 坏 林 木 、毁 林 开

垦、违法违规占用林地等问题。全年共

查处各类案件 60 多起，行政处罚 90 多

人，恢复林地 34.5 亩，有效维护了资源

安全和林区稳定和谐。

管 绿

天水市切实加强以林地审批、森林

草原防火、有害生物防控、林政执法、自

然 保 护 地 管 理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五 项 机

制”建设。及时发布防火令，层层压紧

压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督

查巡护、蹲点包抓、信息反馈等责任，形

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群众

广泛参与的森林草原防火格局。

2023 年，天水市在森林草原防火期

等关键节点，印发防火令、防火倡议书

等 5 万多张，组织生态护林员开展轮流

巡护 5.2 万多人次，排查整改隐患问题

128 条。

同时，不断加大林草有害生物防控

和检疫力度，严把“随检、严防、早控、快

治 ”四 个 关 口 。 全 年 开 展“ 绿 盾 、护 松

2023”等专项检疫执法行动 311 次，检查

涉木市场 50 多处，共完成产地、调运检

疫苗木花卉 4844 万株，产地检疫率达到

100%，完成森林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

20.99万亩，防治率 97.48%。

用 绿

天水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

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生态富民产业、绿

色经济产业，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让“叶子”“果子”变成了农民手

中的“票子”。

天水市以造林绿化、资源管护、产业发

展为依托，通过吸纳农民造林务工，稳定生

态公益性岗位，推进核桃、花椒三年倍增计

划，实施苗木花卉提质增效，发展林下经济

和实施科技推广项目“六条路径”，持续促

进林农增收，助推和美乡村建设。

2023 年，天水市组织引导农户参与

造林绿化，实现劳务收入 1500 多万元；

坚 持 动 态 管 理 ，落 实 8714 名 生 态 护 林 员 、草 管 员 补 助

5915.32 万元。

今年，天水市林草系统将继续以建设生态文明、美丽天

水为统领，全面推行林长制示范区建设，科学推进国土绿

化，严格强化资源管理，大力培育绿色富民新业态，努力厚

植生态发展基础，全面助力当地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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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初夏的庆阳，塬下岭下、梁峁沟壑皆

披上了绿装，满目苍翠，绿意盎然。

“如今，庆阳优良的生态环境都得益

于生态工程建设叠加发力的综合效应。”

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孙明东言道。

基于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和高质量

发展的迫切需求，庆阳市下大力气推进

深层次保护、根治深层次问题，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全力筑牢陇东黄

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走进庆阳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高大的综合反应塔及袋式除尘器不停作

业，80 米高的观景烟囱更是别具匠心、让

人眼前一亮。

“我们日接收垃圾约 1100 吨，垃圾

燃烧发电后的炉渣可以进行综合利用，

烟气采用稳定固化处理和气动脉冲清灰

处理。”庆阳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指挥叶红侠介绍。

庆阳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变废

为宝”，是庆阳高质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一瞥。“我们坚持铁腕治污、精准施

策、力补欠账，倾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孙明东说。

据介绍，庆阳市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

3773辆，淘汰老旧车 4万余辆，整治“散乱

污”企业 163户；整治环境问题近 6000个，

市区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8.94%、县城污

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3%以上；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土壤环境风险得

到有效管控。

同 时 ，庆 阳 市 启 动 资 源 开 发 区 生

态 治 理 工 程 ，油 田 企 业 采 取 封 堵 废 弃

井 和 推 行“ 废 气 不 上 天 、泥 浆 不 落 地 、

废 水 不 外 排”等 措 施 ，油 区 环 境 治 理 取

得 了 显 著 变 化 ，地 企 同 心 迈 上 绿 色 发

展之路。

此外，为守护大河清流，庆阳市积极

实施“再造一个子午岭”“固沟保塬”、海

绵城市建设等生态工程，接续推进“再造

一个子午岭”提质增效行动、“一村万树”

和蚂蚁森林等重点项目，累计完成造林

抚育补植 65.93 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56.25 万 亩 ，完 成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738.81 平方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26.3%。

随 着 生 态 工 程 的 实 施 ，庆 阳 市 生

态 红 利 不 断 释 放 ，各 级 各 方 面 守 护 青

山 绿 水 的 积 极 性 进 一 步 高 涨 。 华 池

县 南 梁 镇 被 命 名 为 全 国 第 四 批“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实 践 创 新 基 地 ，

全 市 成 功 创 建 国 家 级“ 节 约 型 机 关 ”

53 家 、国 家 级 绿 色 学 校 2 所 ，9 个 乡 镇

被 命 名 为 省 级 森 林 小 镇 ，23 个 村 被 命

名 为 国 家 森 林 乡 村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庆 阳 附 属 学 校 荣 获“ 国 际 生 态 学 校 ”

绿 旗 荣 誉 称 号 。

“ 我 们 厚 植 绿 色 底 蕴 的 同 时 ，坚 持

绿 色 转 型 ，不 断 培 育 壮 大 清 洁 能 源 、数

据 信 息 、先 进 制 造 、循 环 农 业 、文 化 旅

游 、森 林 碳 汇 等 生 态 产 业 ，产 业 结 构 持

续优化。”孙明东介绍，2023 年，庆阳市

生 态 产 业 增 加 值 完 成 661.71 亿 元 ，占

GDP 比重为 60.1%。

庆阳：综合施策 厚植生态底色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安东

五 月 ，漫 步 天 水 ，从 路 旁 小 景 到

南北两山，从潺潺小溪到生态渭河，

从城市公园到广袤田野，仿佛走进了

绿意盎然的美丽画卷。此番美景，便

是 天 水 市“ 林 草 兴 ，生 态 兴 ”带 来 的

“绿色福利”。

去年以来，天水市林草系统以筑

牢黄河中上游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为目标，持续推动国土增绿，强化林草

资源管护，提升生态产品效益，推动林

草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

实步伐，全市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初夏，成县沙坝镇乡村处处美景，步步入画。近年来，沙坝镇持续走绿色发展之路，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刘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