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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地貌概况为“二

山三水四分田，一分道路和庄

园”，森林面积 185.75 万亩，林

地面积 215.78 万亩，有国家 、

省级生态公益林面积 71.15 万

亩，古树名木 4214 株，各类自

然 保 护 地 26 处 ，湿 地 面 积

229.95 万 亩 。 辖 区 内 的 鄱 阳

湖水域面积约占鄱阳湖水域

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每年在此

越 冬 的 候 鸟 达 212 种 、18 万

羽，是全球 75%以上东方白鹳

和 98%白鹤的越冬栖息地。

南昌市属平原地区，林业

资源显得尤其宝贵。如何守

护这抹绿、用活这片林？今年

以 来 ，南 昌 市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护

林管绿、造林增绿、用林活绿

三大任务，抓实抓细林长制工

作，持续筑牢绿色屏障，不断

擦亮生态底色，推动南昌林业

高质量发展，为打造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提供坚实基础。

逐绿前行逐绿前行 绘就生态美丽画卷绘就生态美丽画卷
——南昌市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纪实南昌市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林长制的核心是责任制，市级总林长是

全市范围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的第一责任

人，各级林长是责任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发

展的直接责任人。开展巡林工作是各级林

长履职尽责的重要方式。今年，南昌市先后

签发了 2023 年 1 号总林长令和 2 号总林长

令。动员令响起，各级林长随令而行、闻令

而动，积极履职尽责，扎实开展责任区域内

巡林工作，统筹推进林业资源保护、森林防

灭火、松材线虫病防控、造林绿化和森林资

源提质增效等林业重点工作，做到了巡林前

有计划、过程有记录、结果有反馈，并落实了

“两到位”，即巡林制度“三单一函”机制执行

到位，巡林中发现或指出的问题解决到位，

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南昌市总林长以身作则 ，多次深入巡

林护林一线，现场调度解决问题，“头雁效

应”逐步显现。5 月 14 日，省级林长、市级

总林长在梅岭巡林时，发现马口村部分区

域 存 在 山 体 裸 露 情 况 ，当 即 要 求 整 改 复

绿 ，并 要 求 举 一 反 三 ，加 大 巡 查 巡 护 力

度。在南昌市总林长的调度下，马口村山

体很快得到修复。今年以来，市、县两级林

长共签发总林长令 17 次，开展巡林 182 次，

协调解决了 93 个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问题，

建立了 42 个“林长+示范基地”，推动实现

联防联治。

在全面压实林长责任的基础上，南昌市

切实扛起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责任，着力打造

林长制升级版。一方面，通过出台林长制激

励措施实施办法，在全市评选推行林长制工

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县（区），并将其作

为激励对象，予以一次性资金奖励，营造创

优争先、推深做实林长制工作的浓厚氛围；

另一方面，加大林业执法力度，扎实推进“打

击毁林毁草”“鄱湖利剑”“越冬候鸟和湿地

保护”“清风”等专项行动，大力开展森林督

查问题整改和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建立了

“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严厉打击各类涉

林违法犯罪问题，形成了高压震慑态势。一

年来，共查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 305 起，复

绿面积 272.7亩，补种树木 12663株。

自 2018 年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南昌

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组织体系，

健全完善了“一长两员”林业资源源头管理

体 系 ，现 有 各 级 林 长 1728 名 、基 层 监 管 员

115 名 、专 职 护 林 员 533 名 ，形 成 了 党 政 同

责、部门协同、网格化、全覆盖的林业资源保

护管理工作新局面，让山有人管、林有人护、

责有人担，实现林长治。

在进贤县罗溪镇青岚湖畔，每年冬天，

都会有成群的天鹅、大雁、白鹤等候鸟来此

栖息，成为冬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而这

道 风 景 线 的 背 后 离 不 开 护 林 员 的 默 默 守

护。周启胜是一名共产党员，2020 年通过公

开招聘成为罗溪镇唯一的专职护林员，也是

全省林长制“最美护林员”。

“看着候鸟一年比一年多，感觉工作很

有成就感。”周启胜不仅担负着全镇 2000 余

亩的山林巡护，还肩负着保护野生动物的职

责。加入专职护林员队伍后，大专学历的他

积极参加岗位培训，认真学习有关林业的法

律、法规及政策知识，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在他的守护下，罗溪镇没有发生过一起乱

砍、乱伐、森林火灾现象，没有发生一起猎杀

贩卖野生动物事件。

从一名护林新手到全省林长制“最美护

林员”，周启胜的成长正是南昌市专职护林

员队伍规范化建设成效的体现。为加强专

职护林员队伍建设，南昌市以县（区）为单

位 对 专 职 护 林 员 队 伍 实 行 了“ 五 统 一 ”管

理，即统一培训、统一巡护装备、统一巡护

职责、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考核奖惩，并每

年开展两次政策法规和业务培训，提高守护

青山绿水能力。

守好一座山，护好一片绿。在森林资源

源头管理上，南昌市将 215.78 万亩林地划分

成为 533 个责任网格，交由 533 名专职护林

员进行“一对一”网格化管护，并以乡镇为单

位布设了森林资源监管员 115 名，通过常态

化巡林、网格化管理、信息化建设、目标化考

核等，做到了每个山头地块都有人巡护、每

个网格森林资源源头管理都有人监管。据

统 计 ，1 至 11 月 ，全 市 护 林 员 巡 护 率 为

99.44%，专职护林员上报有效事件 447 件，

均得到及时处理。

抓好灾害防治工作，南昌市扎实开展了

百日攻坚、“啄木鸟”“平安春季”等野外火源

整治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全市未发生森林

火灾。同时，全力推进灾害防治普查，深入

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等专项整治行

动，实现了松材线虫病疫点乡镇数量、病死

松树和发生面积“三下降”，全面提升林业防

灾减灾能力，南昌市及所辖 7 个涉林县区全

部荣获全省森林防灭火“平安春季行动”先

进单位。

保护好古树名木是南昌护林管绿的另

一重点。今年 7 月，南昌市启动了“树王”评

选活动，通过评选活动把最具特色的古樟树

展示出来，引导社会公众关注、支持、爱护古

树名木，营造爱绿、护绿的浓厚氛围。今年，

南昌市完成第三次全省古树名木普查工作，

进一步摸清了家底，建立起了责任明确、监

管有力、责任到人的古树名木保护网络，古

树名木保护机制日益完善，拥有古树 4214
株，较上次普查新增古树 1761株。

在南昌县冈上镇禅师岭林场，新种植的

榉树、朴树、紫果槭、紫薇长势喜人，原来植

被稀疏、土壤贫瘠的景象不复存在，通过绿

化、美化、彩化、珍贵化的“四化”建设，林场

内生物多样化，森林内的沙土对周边农田的

侵蚀得以改善，让青山常绿。

绿色是南昌市的生态底色，在做大绿色

增量、提升绿色质量上，南昌市不遗余力，全

力抓好山上山下造林绿化，构筑起一道道绿

色屏障。在山上，扎实推进森林“四化”建

设，成功创建新建溪霞怪石岭景区、进贤佐

家寨现代农业示范园等 9 个省级森林康养

基地。在山下，充分利用乡村废弃闲置土

地、边角地、四旁隙地、乡村公路等资源，积

极推进乡村绿化美化建设，重点实施完成了

乡村道路绿化栽植和补植 220 余公里。在

沪昆、沪宁高铁进贤县段两侧可视范围、重

要生态廊道及重点景区周边，实施完成彩叶

树种造林补植 2400 余亩，栽植各类彩色、珍

贵树种 10 万余株，森林质量及城乡绿化美

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梅岭磨盘山森林公园的落羽杉，绚烂多

姿；进贤县架桥-泉岭精品通道，绿意盎然；

新建区 8 个自然村庄经绿化美化后，面貌焕

然一新……随着一个个绿色项目的实施，南

昌市渐次掀起“造林增绿”热潮，并交出了一

份亮眼答卷：全市完成营造林面积 6.16万亩，

占年度任务的 112.6%。其中，完成人工造林

面积 3.36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122.2%；完成

封山育林 0.33 万亩，占省下达计划 110%；完

成退化林修复 2.47 万亩，占省下达计划的

102.5%。实施完成 13 个森林村庄建设，6 个

省级乡村森林公园通过绩效评价。累计创建

国家和省级森林乡村 110 个、乡村森林公园

24个、乡村小微湿地保护和利用示范点5个。

冬日暖阳下，走进南昌的森林公园，走

在乡村道路上，人们会惊喜地发现，红色的

水杉、黄色的银杏、绿色的松柏等相互交织

在一起，色彩斑斓，宛如一幅美丽的生态画

卷，绿色正成为幸福生活的动人底色。

拥有 185.75 万亩森林、215.78 万亩林地

的南昌，绿色发展潜力巨大。如何让林区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南昌市一直在探索

实践。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因地

制宜引导发展林下经济，不仅守住了青山，

更带富了村民。安义县新民乡山香圆林下

药材种植基地、新建区金桥乡千亩金银花基

地、进贤县下埠集乡高产油茶种植等已成为

南昌林下经济发展的典型。

半夏作为传统中草药，具有镇咳、止呕、

抗病毒等药理作用，其种植的经济效益远高

于一般的农作物。进贤县香炉峰林场与半

夏之乡——甘肃陇南签订购销协议，采取

“林场+基地+农户”的模式，走出了一条产、

供、销一体化的致富路。当前，香炉峰林场半

夏种植面积 120亩，亩产量 400至 500斤。林

下半夏促进林木生长，根据套种林木、半夏

种植的面积平均生长量折算为碳汇效益，平

均每年生态效益的价值约 1.68万元。

发展林下经济，南昌市形成了生态和效

益的双提升、双促进。今年以来，围绕加快

“两山”转换和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目标，南昌扎实推进林业碳汇开发试点项

目，将新华林场、进贤县香炉峰林场、新建区

红林林场的森林资源进行整合，划定了 10.6
万亩的项目开发范围红线，并编制完成了

《国营江西省新华林场CCER 林业碳汇开发

项目试点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项目

已进入前期评估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开拓

出一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互转化、

生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质量协同并

进的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生态资源是“绿色宝藏”。利用现有资

源潜力，南昌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产油

茶、森林药材等生态产业，着力将林下经济

打造成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着力点，绘好“生态致

富”的康庄大道。全市完成高产油茶林面积

3.1 万亩、油茶低改 2.23 万亩，油茶籽产量达

1.22 万吨，油茶产业产值约 7.596 亿元，在全

省率先完成油茶生产任务。完成森林药材

种植面积 1500 亩，笋竹两用林 1000 亩，栽植

林果、菌类等其他经济林 2100亩。

今年以来，南昌市不断拓展“两山”双向

转化通道，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更多的发展优

势。截至目前，南昌市林下经济林地利用总

面积达 55.52 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为 16.28
亿元，从事林下经济的林农达 6.96 万人，全

市现有国家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 4 家，省级

林业产业龙头企业 16 家，省级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 5 个，成功申报 2 个省级森林康养基

地，努力让生态的好风景变成好前景。

逐绿前行，南昌市将生态画卷绘在绿水

青山间，一个更加美丽的国家森林城市值得

期待。

绘就生态前景用林活绿

安义县山香圆林下药材种植基地安义县山香圆林下药材种植基地

打造林长制升级版推深做实 厚植生态底色造林增绿

守好生态家底护林管绿

安义县峤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安义县峤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梅岭国家森林公园梅岭国家森林公园

安义县建立安义县建立““林长林长++检察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协作机制

进贤县对专职护林员开展集中培训进贤县对专职护林员开展集中培训

南昌高新区鱼尾洲湿地公园南昌高新区鱼尾洲湿地公园

南昌市现有古树南昌市现有古树 42144214 株株

全省全省““最美护林员最美护林员””周启胜在巡山护林周启胜在巡山护林

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湾里管理局林长责任公示牌湾里管理局林长责任公示牌

网红打卡地网红打卡地——梅岭磨盘山森林公园梅岭磨盘山森林公园

涂建国涂建国 何高峰何高峰//文文

（（本版图片由南昌市林业局提供本版图片由南昌市林业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