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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是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支撑森林草地湿地资源

保护发展、林长制督查考核，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基础工作。

为准确掌握全省林业资源的

消长动态，今年 6 月以来，全省各

地开展了 2023 年林草生态综合监

测，为守护江西绿色生态提供数据

支撑。林草生态综合监测如何进

行？目前进展如何？记者对此进

行了关注。

每年 1043 个森林样
地需实地调查

近日，记者跟随省林业资源监

测中心工作人员，前往靖安县璪都

镇新庄村田下组的 982 号样地，这

是全省 5216 个固定森林样地中的

一个，看他们如何严格按照操作细

则进行实地调查。今年全省样地

调查共组建 70 个工组，400 余名外

业调查员参与。

“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是对森

林、草原、湿地等各类林业资源及

生态状况的综合监测，包括样地调

查和图斑监测。样地调查通过样

地定位、边界修正、样方调查、每木

检尺等作业，获取林业资源的现状

和变化数据。”省林业资源监测中

心教授级高工况水标告诉记者，监

测的首要原则即坚持数据真实性，

在 图 斑 监 测 时 ，对 实 地 现 状 与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不一

致的，要开展不一致或变化图斑实

地举证，并及时将变化情况纳入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20世纪70年代，全国开始森林

资源连续清查工作，原来每 5 年开

展一次，自 2021 年起，样地调查改

为每年一次。以全省总面积为总

体，按4×8公里间距，系统布设固定

调查样地。全部固定样地被均分为

5组，每年实地调查其中五分之一样地（1043个），再遥感判读

核实剩余五分之四样地（即图斑监测），判定植被覆盖类型、优

势树种（组）等因子是否存在显著变化，进行严格比对。

超30度陡坡森林样地如何实地调查

不管样地落在坡地还是平地，位置均不可更改。982
号样地落在两座山峰之间的沟壑地带，样地沟壑两边坡度

超过 30度。怎么实地调查呢？记者心里犯起了嘀咕。

沿着荆棘密布的沟壑，工作人员携带砍刀、竹棍和测量

工具，硬是砍出了一条小径。跨过一条小溪，大家开始接力

攀爬。一路向上，没有歇脚的地方。半个小时后，大家抵达

样地边界位置。

先确定 982 号样地的西南角点位置，再开展样地周界

复测（每条边界 28.28米）。由于有斜坡，目测看不到边界终

点，根据实地坡度只能分三段测量。“最后将 3 个测段的水

平距相加得到该边界的实测水平距，以此类推完成样地其

他边界复测，精准确定样地范围。”靖安县林业局外业调查

员谭鑫边说边架起三脚架，校正罗盘仪倾斜角度，测量完成

后，在随身携带的野外数据采集仪记下“坡度 32度”。

周界测量后，样地内胸径 5 厘米以上的乔木，每株测量

其距离地面 1.3 米处胸径，每量一株就画上红漆，以此区

分。“样地内树木要进行树种区分，并按操作细则测量胸径、

高度等因子，我们称之为‘每木检尺’。”省林业资源监测中

心副主任邓清华告诉记者，这工作可不简单，样地因子调查

表非常复杂，涉及植被类型、地类、林种、优势树种、平均胸

径、平均树高、树种结构、郁闭度等 64 项调查因子，均需一

一精准填写，以确保调查准确性。

近年来，我省林草生态综合监测不断使用新科技：升级

RTK 设备、红外测距仪、野外数据采集仪等专业调查设备，

综合集成应用智能终端、3S 技术、数据库等技术，实现数据

采集全程无纸化作业，大大提高样地定位、周界测量及样木

定位精度，提升监测效率和质量。

构建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管理“一张图”

每一棵树，甚至每一棵灌木、草，经过精确测量相关调

查因子后，才能得出这块样地的森林资源详细情况。我省

还对 223 个湿地样地、2个国际重要湿地、2个国家重要湿地

和 162 个草地样地开展实地调查，全面获取林业资源储量、

质量、结构及变化数据。

为确保数据精准，图斑监测实行县级自查、市级审查、

省级审核和国家级复查的四级检查模式，采用遥感影像结

合实地核实方式进行检查。样地调查实行市级自查、省级

检查和国家级复查模式，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选取样地方

式进行检查。

我省样地调查野外作业工作已于今年 7 月底完成，8 月

集中开展图斑监测，10 月底前初步形成森林草原湿地资源

“图数库”、成果报告，经采集、处理、分析以及建模计算，“产

出”林业资源现状、动态和评价数据，包括森林面积、森林覆

盖率、森林蓄积量、草地综合植被盖度、湿地保护率等储量

数据，以及森林草原湿地资源质量、结构、生态状况等指标

数据。在摸清林业资源家底后，我省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管

理“一张图”得以构建，为林草湿资源保护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坚实基础数据支撑。

10 月 11 日，余干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走进余干县实验小

学开展“拒绝毒品，健康生活”进校园活动，让广大学生认识

毒品危害，增强识毒、拒毒、防毒的能力与意识。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摄

盘活荒山种植芙蓉李，产值超 3000 万元；仙草搭上湾

区“直通车”，直供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青叶紫

苏年产量 1500 吨，产值达 1000 万元，供应国内商超和国外

市场……会昌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业产业为抓

手，做实做好产业兴旺文章，为乡村振兴发展蓄能增势。

2022 年 ，该 县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6099 元 ，增 长

9.4%，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超 15万元。

荒山种出“黄金果”

走进洞头乡洞头畲族村的芙蓉李果园，鲜嫩饱满的

果实缀满枝头，果农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运送，一派热闹繁

忙景象。

“占着宝山守着穷”曾是当地真实写照。过去，这里还

是一片荒山。如今，芙蓉李已成为洞头乡最大的农业产业，

产值超 3000 万元。“现在芙蓉李种下去 8 年了，一年赚四五

万元没有问题。”作为种植芙蓉李的开拓者之一，村民蓝德

武笑容满面地说。

盘活荒山等乡村资产，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会昌县探索建立“县振兴集团+乡镇子公司+村合作

社+龙头企业+农户”五级主体经营模式，实现乡村资产整

合盘活。出台产业奖补政策，将芙蓉李、贝贝小南瓜等特色

产业纳入奖补范围，鼓励引导当地农户利用闲置资源发展

产业，以资金“输血”激活产业“造血”原动力。

仙草卖到大湾区

近日，在西江镇莲石村仙草规范化种植基地，记者看

到，绿油油的仙草铺满田间，农户们正挥舞着镰刀收割，田

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这里产出的仙草富含硒元素，主要销往大湾区，今

年产值预计超 300 万元。”基地负责人王健说。立足生态

环境和交通区位优势，当地引进客商种植仙草，并于今年

7 月与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正式签约，搭上湾

区“直通车”。

近年来，会昌县抢抓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建设战略机

遇，聚焦产业互补，优化营商环境，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双向发力，加快打造湾区优质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推动一

批特色农业产业孵化落地。

产业融湾带来的不仅是发展提速，还有农产品供给侧

水平的提高。截至目前，会昌县已有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4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 个、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 24 个、

富硒农产品认证 19 个、“圳品”认证 4 个、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生产基地 9个。

软实力支撑硬发展

清晨，俯瞰小密乡半径村紫苏种植基地，整齐排列的产

业大棚在朝阳下熠熠生辉，与横穿而过的公路、错落有致的

稻田共同构成一幅美丽乡村图画。

“年产量可达 1500 吨，产值预计可达 1000 万元。”基地

负责人丁振美介绍，“近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根据订单，采

摘新鲜的紫苏叶供应国内商超和韩国、日本等国外市场。”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紫苏产业的引进，是会昌县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经济发展软实力的有力实践。通

过定点招商、协会招商、论坛招商等方式，该县顺利引进一

批农业产业龙头企业、技术人才团队，推动农业产业做强做

优。与此同时，会昌县以招商引资为契机，引导资源要素流

入乡村，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增强产业培育、技术扶

持力度，在联农带农益农上下功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会昌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见闻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

中国舞协环境舞蹈展演
江西站活动举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由中国舞蹈家协会指

导，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吉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幸福江

西舞起来”2023 年中国舞协环境舞蹈展演江西站活动，

10月 15日在安福县、井冈山市同时举行。

展演在安福武功山羊狮慕幸福小镇主会场和井冈山

分会场举行，舞者以天地作舞台，山水为幕布，精彩演绎

了《井冈·井冈》《簪花仕女》《门神》《刘二寻花》《醉春风》

《大地回声》《唢呐》《永不停息的脚步》《幸福路》等节目，

获得观众阵阵掌声。

据介绍，中国舞协环境舞蹈展演自 2018年推出以来，

已连续举办5届，旨在打破传统剧场的呈现形式，利用开放

自由的空间环境，拓宽舞蹈创作的视野和范畴，激发创作者

的想象力、创造力，探索舞蹈创作与表演的各种可能，拉近

舞蹈与观众间的距离，为观众带来不同的艺术审美体验。

本报金溪讯 （谢龙龙）近日，金溪

县人大代表就“老城区自来水管网改

造”民生实事代表票决项目推进实施

情况，约见县政府副县长及相关单位

主要负责人。由于该项目存在建设内

容与原定计划偏离、进度缓慢等问题，

6名代表向县人大提出约见申请。

人大代表的约见权是法律赋予的

一项权力，是指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在

视察或调研活动中就某方面问题约见

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

今年以来，金溪县分两个层面、两

个时段对约见制进行新的探索和实

践，并形成常态化。县级层面在闭会

期间，就相关问题约见国家机关负责

人；乡镇层面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

间，就相关问题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

有事可约、有事能约成为常态。

8 月底，黄通乡、对桥镇人大代表

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约见乡

镇长或站所长，就环境污染、水源保

护、道路安全等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

开展约见活动。9 月 1 日开始，黄通乡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河道清理及

水源地禁钓行动，对相关企业进行了

关停和整改；对桥镇对相关路段进行

路面维修，安装凸面镜、摄像头，对路

面进行除草除杂。根据规定，约见活

动结束后 3 个月内，约见对象要将办

理情况书面答复代表。

2018 年以来，金溪县人大常委会

在借鉴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实际，出台规范性文件《金溪县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暂行

办法》，并于今年 6 月进行了修订和完

善。通过明确规定代表约见活动的适

用范围、内容和对象，规范约见的工作

程序、时限要求等，使代表约见活动有

规可依、有章可循。

有事可约 有事能约

金溪常态化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活动

▲10 月 12 日，在吉安县指阳乡长丰村瓜蒌种植基

地，一个个金灿灿的瓜蒌果挂满枝头，瓜农们穿梭其中

忙着采收，好一派丰收景象。 朱宸廷摄

▲近日，在宁都县赖村镇洪源红柚种植基地，农户正在采摘柚子。宁都县通过“党支部+合作社+

种植户”模式，发挥党员带动作用，引导村民发展柚子、脐橙、蔬菜等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摄

▼10 月 11 日，在赣江新区新祺周管理处桑海集团

江夏分场柑橘种植大户的橘园里，橘农抓住晴好天气，

采摘成熟的柑橘供应市场。 通讯员 袁 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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