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4年 3月 12日 星期二

■ 责任编辑 袁 华 舒艳秋政 文

全省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名单发布
本报讯 （朱宸廷 通讯员张九红）近日，为激励广大“五老”

（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奋进新征程、创造新

业绩，推动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发展，按照着眼基层、逐层推

荐、好中选优的原则，经省关工委研究决定，授予梅家瑞等 18 名

同志全省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称号，并予以通报表扬。

全省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名单（共18名）

梅家瑞（女） 南昌县莲塘一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翁学军（女） 南昌市青山湖区青山路街道彩虹社区第一书

记、关工小组组长

郭 红（女）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路街道关工委执行主任

姚柳昌 浮梁县峙滩镇关工委主任

文兰英（女） 萍乡市湘东区关工委关爱报告团副团长，萍乡

市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党总支书记、会长

易江雅 分宜县湖泽镇关工委专职副主任

陈康生 贵溪市罗河镇陈家村关工委主任

袁守根 信丰县关工委“五老”

胡仕芬（女） 大余县关工委“五老”

胡家信 奉新县公安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徐毛崽 铅山县石塘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刘来兴 吉安县关工委“五老”宣讲团副团长

孙金堂 抚州市东乡区教体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伍炳彩 江西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江西中医药大学关工委

“五老”报告团成员

陈 忠 九江学院教授，九江市关工委“五老”报告团副团长

郑友根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车务段关工委

常务副主任

王 捷 鹰潭石油分公司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余德安 中国宝武新钢集团关工委专职副主任

3 月 1 日 ，在 贵 溪 市

河潭镇毛炉村村民余开

元家中，工作人员正在测

试不久前安装的智慧污

水处理设备，厨房污水顺

着地埋管道汇入村里的

污水管网，经过厌氧池、

缺氧池、好氧池逐步去除

有机物和氨氮后，进入沉

淀池沉淀、过滤、消毒，最

后汇入清水池，水质达到

一 级 A 标 准 后 排 放 。 余

开元打开手机上的 APP，

污水处理的实时数据一

目了然。

“过去家里洗衣做饭

的生活污水随便排放，到

了夏天不仅气味难闻，还

滋生蚊虫。政府给我们

装了智慧污水处理设备

后，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村里的水塘水渠

也变得清澈了。”余开元

高兴地说。

“和以往传统污水处

理模式不同，这套智慧污

水处理设备具有成本低、

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

势，从 1.5 吨的小型设备

到 15 吨的大型设备可以

联动使用，提高了污水处

理的覆盖面。显著改善

乡村水环境质量，受到群

众好评。”贵溪市乡村振

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智慧污水处理设备可根据农

村的地形、地貌以及房屋布局等自然条件，一机就近

连接 5 至 30 户，实现“分散+小集中式”污水处理模式，

并通过物联网技术 24 小时动态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故

障实时报修，经过处理的污水可实现明渠排放。

为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的生活质

量，贵溪市大力推行乡村生活污水“厂网河”一体的城

乡生活污水处理方式，统筹推进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运用“5G+”智慧技术，对生活

污水实现精细化、程序化管控。

贵溪市去年积极争取新农村专项资金、环保专项

资金支持，先行在 10个乡镇、15个行政村、19个村小组

进行试点，帮助 1248 户村民安装智慧污水处理设备，

同时承担后续设备维护费用，让村民不花一分钱。

水清了，村民笑了。“免费上门安装设备、上门维

护，政府为村民做好事实事，污水处理了，村子空气变

好了，环境更美了。”贵溪市白田乡港黄村村民余小根

笑呵呵地说。

目前，贵溪市已投资 1000 余万元在 16 个乡镇、80
个村小组安装使用智慧污水处理设备，惠及全市 6000
余户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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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青少年家庭健康
跳绳大赛在于都举行

本报于都讯 （全媒体记者李征 通讯员祝

福）3 月 9 日，第一届“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

家庭健康跳绳大赛在于都举行。本次比赛设 4
个年龄组，按性别分为 8 个组别，进行速度赛和

花样赛两个项目的角逐，共有 41 支队伍的 456 名

运动员参赛。

大 赛 分 为 线 上 预 赛 和 线 下 区 域 赛 两 个 阶

段。线上预赛已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结束，30 个

省（区、市）5 万余名青少年和家长参与，线下区域

赛于 2024 年 3 月陆续在安徽、江西、湖南、甘肃举

办。江西于都赛区比赛为大赛第二站，由国家体

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指导，江西省体育局支持，

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腾讯成长守护中心主

办，于都县人民政府、赣州市体育局、赣州市教育

局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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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植

树正忙，上饶市广

信区组织开展“互

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 ”活 动 。3 月 10
日，在清水乡清水

村活动现场，市民

在家庭林、新婚林、

生日林等区域，挥

锹培土、围堰浇水，

共同为美丽家园增

绿添彩。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摄

2023 年，全省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科学绿化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开展大规模

国土绿化行动，有力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作出积极贡献。

全民义务植树广泛开展。2023 年 2 月 25

日，省四套班子领导同志，省军区、省法院、省

检察院和驻赣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在南昌市红

谷滩区岭北四路街边公园开展新春义务植树，

带动全省各地义务植树活动蓬勃开展。据统

计，2023 年全省共有 2485.7 万人次参加义务植

树（含各种形式植树活动），累计植树 11394.6

万株（含折算株数），义务植树尽责率 89.8%。

指导南昌市新建区等 17 个试点县（市、区）推

进 22 个“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不

断丰富和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让“全年尽

责、多样尽责、方便尽责”成为常态。

科学绿化成效显著。全省各地认真落实

科学绿化理念，大力推进国土绿化量质并进，

不断擦亮江西绿色生态品牌。2023 年，全省完

成营造林任务 379.74 万亩，占国家下达计划的

116.4%，其中人工造林 138.06 万亩，封山育林

52.82 万 亩 ，退 化 林 修 复（低 产 低 效 林 改 造）

188.86 万亩，分别占国家下达计划的 126.8%、

103.1%和 113.7%。认真落实《全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全省完成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专项

营造林面积 33.52 万亩。推进中央财政国土绿

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吉安市已全面完成项目

年度建设任务，成功争取中央财政投资国土绿

化试点项目 2 亿元落户抚州市。我省被列为

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重点省，全省 19 个

县（市、区）精心组织实施试点工作，崇义县“人

工杉木林大径材复层林择伐经营模式”等 14

个示范模式案例在全国推广。荒漠化防治工

作持续开展，全省完成鄱阳湖周边沙化土地治

理面积 3.12 万亩，瑞昌市实施石漠化土地治理

面积 0.97 万亩。

部门绿化协同推进。全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统筹推进城市绿地提质增量，新建城市

绿地 1.4175 万亩，改造提升城市绿地 5505 亩；

新建“口袋公园”268 个，建设面积 1785 亩；新

增城市绿道 313 公里，累计 4219 公里；新增 19

个城市（县城）和 58 个建制镇进入省级生态园

林城市（镇）行列。全省自然资源部门持续开

展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安排省级财政资金治理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面积 1 万余亩。全省生态

环境部门积极推进大型活动或会议碳中和，使

用林业碳汇中和碳排放 1.04 万吨，成交金额

31.3 万元。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支持 1.1 万个

自 然 村 开 展 村 庄 整 治 建 设 ，全 年 累 计 植 树

37.3 万株，打造美丽庭院 121 万个。全省水利

部门全面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国家水

土 保 持 重 点 工 程 共 完 成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30.88 万 亩 ，全 省 新 增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205.46 万 亩 ，水 土 保 持 率 达 86.36%。 全 省 交

通运输部门着力推进港区绿化美化，因地制

宜开展国省干线公路绿化，进一步提升通道

沿线绿化水平。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

司积极做好京港客专、沪昆客专、京九、沪昆

等主要干线两侧树木（竹）修剪、清理和病虫

害防治等工作，巩固提升绿化成果。全省教

育部门组织学校开展植树造林和养护管理，

全省 105 所高校现有绿化面积达 4.11 万亩，比

上年增加 0.26 万亩。全省科技部门围绕资源

环 境 、生 态 修 复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开 展 研 发 攻

关，实施“弃土微结构靶向改造关键技术及工

程裸露面生态修复应用示范”等 2 个重大专

项、13 个重点研发计划。全省气象部门开展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1274 次，累计增加降水量

约 7.3 亿立方米。共青团江西省委持续推进

青少年植绿护绿工作，组织团员青年植树 4.5

万余株。省妇联广泛动员全省广大妇女积极

参与义务植树活动。其他各部门、各人民团

体、新闻媒体、驻赣部队和单位以多种方式积

极参与和支持国土绿化工作。

城乡绿化深入开展。分类推进森林城市

建设，我省已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 11 个设区

市和 2 个县积极巩固拓展建设成果，22 个县

（市）积极申报国家森林城市。认真学习借鉴

“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乡村绿化美化，制

定印发《江西省“十四五”乡村绿化美化实施方

案》，启动实施 100 个“百村千树”乡村绿化美

化项目建设，批准建设乡村森林公园 534 个，

完成验收命名 493 个。充分发挥林长制作用，

压实各级林长责任，全面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完成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全省列入保

护古树名木数量达 16 万余株，2 株古树被选

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在七夕节

期间开展的“古树下的告白”活动线上宣传古

树（全国共 17 株），5 株古树、3 个古树群入选

全国“双百”古树。

林业碳汇工作扎实推进。制定出台《江西

省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着

力完善我省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指导万

年县稳步开展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工作，分类推

进 11 个森林固碳增汇、13 个 CCER 林业碳汇

开发、5 个林业碳汇监测、3 个林业碳中和省级

试 点 工 作 ，取 得 积 极 进 展 。 武 宁 县“ 乡 村 林

碳”、崇义县“康氧林碳”项目通过赣林碳抵消

平台累计交易林业碳汇 1668.7 吨，成交金额

8.34 万元，为加快建立我省林业碳汇价值实现

机制作出了有益探索。在全国率先将森林碳

汇纳入生态保护补偿范畴，省财政安排 360 万

元资金，对森林碳汇综合能力评价前 40 位的

县（市、区）及其所在设区市给予补偿。

林业资源保护不断强化。省委书记、省级

总林长主持召开省级总林长会议，部署开展

《江西省林长制条例》贯彻落实年活动。以省

级总林长令发布 2023 年林长制工作要点，有

力推动各级林长履职尽责。成功举办首届林

长制论坛，上线林长制数字管理平台，制定全

国首个林长制省级地方标准《林长制工作规

范》，我省荣获全国林长制考核“优秀省份”，抚

州市林长制工作荣获国务院督查激励，武宁县

罗坪镇长水村被认定为全国首个林长制现场

教学基地。制定出台《江西省森林督查办法》，

不断深化“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强天然

林和公益林保护，严厉打击违规占用林地、采

伐林木等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完善

《江西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方案》，武夷

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获国家林草局正式批复，

与湖南省建立省际协调机制，完成井冈山国家

公园综合科考，武功山地质公园创建世界地质

公 园 通 过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专 家 组 实 地 评

估。印发《江西省 2023-2025 年自然保护区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持续开展全省自然保护区

违法违规问题清查整治。强化湿地保护修护，

完成湿地生态恢复和综合治理 9.24 万亩，开展

湿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 846 亩，交易额达 7436

万元。全面完成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工作，创新

开展林业与电力部门防火林带共建试点，建立

健全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全年发生森林

火灾、过火面积、受害森林面积比上年均下降

90%以上。深入推进松材线虫病防控五年攻

坚行动，全省清理死亡松树 513.5 万株，除治面

积 372.5 万亩，取得了乡镇疫点、疫情小班、发

生面积、病死树数量“四下降”的可喜成绩。扎

实做好野生动植物保护，庐山植物园纳入国家

植物园候选园名单，朱鹮种群重建工作正式启

动，完成《江西树木志》编纂和林业外来物种普

查。扎实开展“清风”“网盾”等专项行动，有序

推进野猪种群调控及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和补

偿工作，持续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

林业产业发展提速增效。国家林草局与

省政府签订共建江西现代林业产业示范省协

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中林（江西）林业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中林赣投集团

正式挂牌成立。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江西省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 年）》，举办油茶产业政策说

明暨项目系列推介活动，从种植、加工、营销

发力，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鄱阳

县率先在全国挂牌天猫超市茶油直采基地，

成功争取中央首批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

目 落 户 吉 安 市 。 举 办 第 十 二 届 中 国 竹 文 化

节、中国（乐安）第二届竹笋产业高质量发展

经验交流会等活动，支持安福县、万安县、贵

溪市等地推进竹产业园区建设，打造竹产业

创新发展平台。大力开发竹笋、食用菌、坚果

等森林食品，打造乐安竹笋、弋阳雷竹、铜鼓

黄 精 、广 昌 食 用 菌 、资 溪 灵 芝 等 区 域 特 色 品

牌。全年新增森林药材种植面积 32.29 万亩，

新增香精香料种植面积 2.16 万亩。成功举办

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活动、第六届中国森

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2023 年江西森林旅游

节，因地制宜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

态，新增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30 个，中国林业产

业联合会认定我省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

建设县 1 个、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 6

个、中国森林康养人家 1 个。

林业改革持续深化。积极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三权”分置，大力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

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我省被列为全国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三个先行区之一。抚州市

稳步推进全国林业改革综合试点，完成林权管

理服务系统与不动产登记系统对接。广昌县

探索开展林地承包经营权延包试点，签订承包

延期合同 1.2 万余份。积极扶持新型林业经营

主 体 发 展 ，新 增 国 家 农 民 合 作 社 示 范 社 11

家。持续夯实林银保协同机制，稳妥推进油

茶、森林药材等地方特色保险，创新开展林业

碳汇价值保险、林业碳汇遥感指数保险、古树

名木保险、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保险。探索开

展林权收储担保试点，全省累计收储林地面积

69.51 万亩，林权收储担保贷款 5563.63 万元，

林权贷款代偿收储担保 4307.69 万元。制定

《江西省深化林木采伐“放管服”改革十项便民

举措》，推行“林木采伐 APP”，进一步优化林木

采伐管理，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林业建设积

极性。

支撑保障有力有效。开展油茶种苗质量

提升年活动，规范油茶良种采穗圃管理，全力

保障油茶良种壮苗供给，全省共出圃 2 年生以

上油茶良种苗木 1.1 亿株。开展林木品种审

（认）定工作 ，全省已审（认）定林木良种 138

个。发现九连山报春苣苔等 4 个世界新物种，

新授权林业植物新品种 3 个。新入选国家林

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成果 19 个，新增国家林草

局“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4 人、乡土专家 10

人，成立省林业科技博士工作站 1 个，命名首

批“江西省林业科普基地”15 个，获批首批“国

家林草科普基地”3 个，11 项林业地方标准公

开发布，国土绿化科技支撑进一步增强。中

央、省级主流媒体大力宣传我省国土绿化工

作，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关心支持国土绿化的

热情，人人参与国土绿化、共建共享生态文明

的氛围更加浓厚。

2023 年，我省国土绿化工作虽然取得较好

成效，但森林质量提升任务繁重、绿色产业发

展基础较为薄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充分等

问 题 依 然 存 在 。 2024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5 周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

目标要求，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不断擦亮

绿水青山底色，增强金山银山成色，为打造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江西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江西省2023年国土绿化状况公报
江西省绿化委员会

（2024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