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至 2018年，全市各级林业部门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上级机关确定的目标
任务和工作重点，认真实施《商丘林业生态
市建设提升工程规划》和《商丘市国家森林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统
筹抓好林业发展和资源保护，扎实推进“生
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林地面积连年增长，林产业产值持

续提高，国有林场改革主体任务全面完成，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三年来，全市上下大力实施平原沙荒营
造林、生态廊道网络建设、农田防护林、村
镇绿化、森林抚育与改造等林业生态工程。
共完成造林 34.91万亩、森林抚育改造 16.29
万亩，林分质量不断提高、林种树种结构不
断改善，林业综合效益不断提升，圆满完成
了省、市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造林任务完
成率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前列。其中，2016年，

全市完成造林 13.46万亩，是省下达年度目标
任务（5.81万亩）的231%，是市下达年度目标任
务（12.3万亩）的 109%；完成森林抚育与改造
3.83万亩，是省、市下达年度目标任务（3.677万
亩）的104%；2017年，完成造林8.42万亩，是省
下达年度目标任务（3.2万亩）的 263%，是市下
达年度目标任务（7.68万亩）的110%；完成森林
抚育与改造1.93万亩，是省下达年度目标任务
（0.72万亩）的 268%，是市下达年度目标任务
（1.89万亩）的 102%；2018年，各县区上报完成
造林 13.03万亩，是省定目标任务（3.405万亩）
的382%，市定目标任务（8.83万亩）的147%，上
报完成森林抚育10.53万亩，是省、市下达年
度目标任务（10.53万亩）的100%。

着力抓好造林绿化 生态优势进一步巩固

改 革 开 放 40 年
来，一代又一代的商丘林业人

艰苦奋斗，不畏寒暑，斗沙荒，治盐
碱，用敢给大地穿绿装的魄力，换来了我市
今天的林茂粮丰，换来了我市“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换来了生态和谐的商丘林业画卷。

改革开放40年来，商丘林业工作取得了
辉煌成就，尤其是近三年

来，我市完成新造林 34.91 万亩、森林抚育
改造 16.29万亩。全市林地面积达到 332.7万
亩，林木覆盖率达到30.57%，林产业产值达
到 107亿元，主要规划目标全面完成。三年
来，我市除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外，
先后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防沙治沙先
进单位，省年度林业目标管理优秀单位、林
地变更调查先进单位、森林公安工作优秀单
位、森防工作目标管理优秀单位；被誉为

“ 绿 色 长 城 ”
和“河南塞罕坝”的民权林
场被树立为省级典型；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成绩突出，屡破大案要案，市森林公安
局获得公安部和省林业厅通报表彰，多人立
功受奖；黄河故道湿地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定为中华青
头潜鸭保护地等。

全市生态建设暨国土绿化清河行动推进会议。

取得的荣誉。

全民义务植树。

飞机防治杨树食叶害虫现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林业局提供

以上4幅图片说明（由上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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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才有出路，改革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改革的大潮中，我市林业部门结合自身实
际，积极推进林业改革。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我市国有林场
改革主体任务全面完成。截至目前，全市7个
国有林场合并为6个，全部定性为公益一类事
业单位，经费纳入市、县同级财政预算；林
场职能实现了由“砍伐木材获取经济效益为
主”向“管护森林获得生态效益为主”的历

史性转变，极大激发了林场的生产活力。
民权林场 68年坚持不懈绿化造林的先进

事迹是全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
例，被新华社、河南日报誉为“绿色长城”“河南
塞罕坝”，并树立为省级典型，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成为河南林业
改革的一面旗帜。被我市作为“国有林场改
革”红榜事项向省委改革办予以推荐申报。

在全面完成国有林场改革主体任务的同

时，我市深入推进林权配套改革，激活了林
区发展潜力。改革中，我市认真按《河南省
完善集体林权制度实施意见》，推进我市集体
林权依法依规有序流转，培育壮大新型
林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开展林业合作社
规范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夏
邑县林权管理中心获国家级林权管理
示范中心称号；新型林业经济主体培
育工作卓有成效；全市拥有国家级林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家，省级 27家；
成立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 427家；全
市林下经济面积 79.49 万亩，林下经
济产值达13.69亿元。

深入推进林业改革 激活林区发展潜力

三年来，我市的林业资源管理工作得到进
一步加强，林业生态环境得到更进一步保护。

为了促进林政资源管理更加规范，我市
林业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

先后开展了“林业资源保护年”“湿地公园
建设年”活动。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
度，2017年下达的国有林木采伐总量为 10227
立方米，实际使用7064.67立方米；2018年下达
的国有林木采伐总量为 10227立方米，目前实
际使用 4119.03 立方米，均没突破采伐限额。
林地保护不断加强，完成林地变更调查，首次
实现全市森林资源“一张图”管理。全面落实
林地用途管制制度，做好了全市林业生态红线
划定工作。严格按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规定，

规范项目使用林地。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启动
了《商丘市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调研起草工作。重点打造了梁园区黄河故道
国家湿地公园、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等
骨干性湿地公园，推进形成黄河故道湿地群。

森林防火态势良好。通过严格落实森林
防火责任，创新火源管理方式，抓好扑火队
伍建设。三年来，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保持良
好态势，没有发生1起森林火灾事故。

林业有害生物有效防控。完成了省政府下
达的美国白蛾防控工作任务。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率97.35%，林业有害生物得到有效控制。

野生动植物保护全面加强。做好了野生
动物疫情监测防控工作。开展了“利剑”“春

雷”等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加强了
全市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积极创建“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
全市已建立森林（生态）公园4处，其中国家
级2处、省级2处；建立国家级湿地公园（试
点） 5处，5处湿地被列为重要湿地。

公益林管理严格规范。不断加大商丘市
国有民权林场两万亩国家公益林管护督查力
度，及时做好公益林管护资金兑现，三年来
没有发生针对国家公益林的毁林事件。

专项执法行动深入开展。开展了打击涉
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三夏护绿整治行动等。
三年来，森林公安机关办理涉林案件 2000多
起，其中 2017年办理案件总数位居全省第一。
尤其是成功破获了“川金丝猴”案和“4· 13”特
大跨省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案等一批重特大案件，对震慑犯罪、保护森
林资源、维护生态建设成果起到较好的效果。

加强林业资源管理 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林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三年来，我
市林业部门加快了产研融合的步伐。

抓好科技平台建设。积极开展林业标准
化中心站建设，组织申报 2项中央财政林业
科技推广中心站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已建成
10个中央财政林业标准化中心站，为30余个
乡（镇）办事处的林业工作服务。

抓好示范基地建设。发挥中央财政林业
科技推广示范项目优势，在睢阳区冯桥镇建

设“吉德1号”杨树良种示范基地500亩，在
宁陵县国有林场建设箭杆刺槐示范林 500
亩，为我市杨树品种更新和杨絮治理发挥引
领作用；引进了“直杆榆”优良榆树品种，
在宁陵县国有林场建设直杆榆树实验林 40
亩，为乡土树种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抓好林业科技服务脱贫攻坚。结合林业
工作特点，从促进林业产业发展，提升贫困
农户的致富能力着手，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

乡入村，深入到贫困户家中，普及林业技术
知识，进行技能培训。发放技术资料3.2万余
份，受益群众万余人次。同时，为帮扶村赠
送绿化和林木良种苗木 8000余棵，为帮扶村
美化了村室、道路和贫困群众庭院。

抓好科技创新。积极开展林木新品种研
发，与我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合作选育的“国
庆红”苹果良种，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抓好科技推广服务。建立了专家咨询
库，组建了种质资源调查专家咨询组、科技
服务特派员和市县科技服务指导员队伍，分
别服务于林业科技攻关、科技示范基地和林
产企业（大户）。

加快产研融合步伐 科技支撑作用凸显

三年来，我市努力促进生态富农产业的同
时，进一步增强林业带动林农增收的能力。

积极推进国储林项目建设工作。引用政
策性金融开展国储林项目建设是一项崭新工
作，为积极稳妥推进工作开展，市林业局不
等不靠，积极主动。在综合比较各县区情况
后，选择以夏邑县作为试点单位先行先试。
2016年年底以来，多次到省林业厅、省国开
行和国家林草局进行汇报，考察借鉴南阳市

经验，夏邑县试点进展顺利，于2017年12月
通过省财政厅评审，今年下半年可望获得国
开行首批贷款。该县的成功在全省、全市产
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起到了很好的典型示
范效应。

推动林业产业集群建设。全市建成 10亿
元以上林业产业集群 10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3家、省级龙头企业27家。

加强优质林果基地建设。按照省厅下达

的年度优质林果任务向各县区进行了分解。
目前已发展优质林果面积78万亩。

开展林产业扶贫活动。依托市林产业联
合会、市花协企业开展了“联百村、帮千
户、助万人”扶贫帮扶活动。全市林业产业
企业带动2万多户农民脱贫致富，其中精准扶
贫户2600户，人均增收1200元，为我市脱贫
攻坚做出了积极贡献。

推动森林旅游发展。依托黄河故道生态
走廊、湿地公园等打造了8条生态精品旅游线
路，年接待游客 30万人次。成功举办了三届
黄河故道湿地花海穿越活动和一届森林湿地
穿越活动。

发展生态富民产业 带动林业增收能力

农田防护林网。
黄河故道天沐湖湿地。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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