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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桃李盛开，盛夏绿树成荫，秋季枫叶火红，寒冬松柏常青。郁郁葱葱的
森林，是宜居通榆跳动的音符；绿色，是通榆城乡的主色调。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林业，既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又是一项
基础产业，更是一项绿色文化工程，是生态环境的重要支撑点。近年来，通榆县
以“生态经济景观”理念为依托，全力加强“生态经济城市”建设，严格按照国
家森林城市的创建标准，扎实开展造绿护绿工作，全力打造治荒第一县，让广大
市民“看到绿色、闻到花香、听到鸟鸣”，让通榆的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
新。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林业部门迅速行动，吹响创建绿色通榆的激昂号角，
唱响了“造秀美山川、建绿色家园”的主旋律，描绘出了一幅人、自然、社会和
谐发展的美丽画卷。于是，我们惊喜地看到，林地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
林木营造质量和单位林木经济效益向好，森林屏障更加坚实，森林生态廊道初具
规模。

创新举措，抓工程，大气魄规划生态“绿脉”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传统的农业文明曾造就了无数富有诗情画意的

乡间村落，令人遐想、让人向往；而如今行走于通榆乡村大地，一座座村庄园林
化、一幢幢农居景观化、一片片景点多样化……美丽乡村的风景随处可见。

“看，这条宽敞的主街道就是我们镇的‘景观大道’，这里绿浪花海，漫步其
间如游画中。”自去年以来，通榆县兴隆山镇全力创建省级“示范森林小镇”，为
此，全镇大力实施庭院、街道、闲置土地、镇村出入口等处的绿化，现已基本形
成了春有花、夏有绿、秋有果、冬有景的绿化格局。行走在绿荫掩映、鸟语花香
的小镇中，兴隆山镇党委书记曹立波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为使农村绿化达到“辖
区内绿化以乔木为主，林木分布均匀，林相整齐，长势良好，生态环境和谐优
美”的总体效果，通榆农村绿化按照见缝插绿、规模建绿的要求，大搞村屯绿
化，每个乡镇（场）至少完成1个村屯和1条道路的绿化美化工作，最大限度增
加绿量，同时抓好农村公路、农田林网绿化，力求使农村绿化水平提档升级。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沙弥漫曾是老一辈通榆人心头抹不去的土黄色
记忆。通榆县是全国唯一的荒漠化县份，这里生态环境脆弱，日益严重的土地荒
漠化不仅导致了草原退化、泡沼干涸、湿地萎缩，给全县农牧业生产和百姓生活
造成了巨大影响。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世世代代生存在这里的鹤乡人梦寐
以求着有朝一日绿染山川，水碧天蓝。

面对这种局面，多年以来，通榆县委、县政府高起点定位，将“生态经济景
观”理念作为“生态经济城市”建设之根本，作为惠及子孙的德政和民生工程重
点来抓，在通榆大地轰轰烈烈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三年造林60万，打造治荒
第一县”、“三年再造林百万林、建设西部大屏障”行动。紧紧围绕“生态经济景
观”三位一体理念建设“生态经济城市”，凝心聚力抓落实，全神贯注抓发展，切
实发挥好林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保障和拉动作用，通榆县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
改善。通榆县先后被评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优质工程、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
先进单位、荒漠化治理先进单位、资源管护先进单位、连续三十年无重大火灾先
进单位；被白城市委评为“举市三年大造林 加快治理荒漠化”先进单位等等。

绿化跟着规划走，大气魄、高起点的布局规划是科学建绿的前提。通榆林业
局按照县委、县政府建设“生态经济城市”思想体系要求，确立了科学规划总体
布局，注重造林绿化的认识提升、观念转变；注重造林绿化的整体推进、重点突
破；注重造林绿化的改革创新、实践探索，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整治样板区的造林
绿化步伐、加快提高生态环境整治样板区的造林绿化质量，全面实施荒山荒地造
林、农田防护林改造、村屯绿化美化、公路绿化、城市绿化美化、湿地恢复的

“六大重点工程”，大力造林绿化。
“目前全县林地面积已达289.3万亩（较上次二调增加49.4万亩），森林覆被

率达17%（较上次二调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县城新增绿地400万平方米
……”县林业局局长梁国庆告诉笔者，通过近几年的造林绿化，全县已初步形成
了带、片、网，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框架和城市园林化、农田林网
化、村屯林围化、庭院林果化、道路林荫化、湿地景观化的生态建设格局。眼前
的数字是枯燥的，而背后所折射出的成效却是鲜活的，令人振奋的，一道道绿色
屏障锁住了风沙肆虐的脚步，基本结束了过去“三刮四种，沙进人退”的历史，
让通榆大地染上了新绿、让荒山披上绿装。

仲春时节，鹤乡大地嫩草如丝、碧树葱茏、春花摇曳……江河沿线一片新
绿，城乡大地杏花含苞吐艳、桃李争春、鹅黄花海间尽展盎然春意。在城区、在
农村、在荒山坡地，到处都能看到人们植树绿化的火热场景……“按照通榆县造
林绿化规划要求，2015年全县造林任务为10万亩”。在采访中，梁局长还告诉笔
者，今年全县春季完成造林16.8万亩，占计划任务的168%。造林绿化数量超过
以往任何一年，同时，全县以境内国、省公路绿色通道工程为重点，大打造林绿
化攻坚战，全县绿化公路32公里，为通道工程增添新绿，打造了众多靓丽的横跨
城乡的风景线。在此基础上，全县还集中开展“森林小镇”和“绿化美化村屯、
创建绿色家园”行动，全县创建“森林小镇”2个，绿化村屯60个。

创新模式，树精品，大手笔打造生态“绿肺”
“一个城市没有绿化和文化就等于失去灵魂。”一味强调城市的建设，把城市

规模无限扩大，布局却杂乱无章；一味强调城市的建设而推山毁林，这样的城市
毫无生机。漫步于通榆县公园、广场、街头，湖畔垂柳依依，路旁绿草茵茵，晨
练的人们在绿树鲜花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或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或踩着鹅卵
石小道缓跑……绿色，给这座草原小城增添了生态之美、现代之韵；绿色，给城
市中的人们带来了宜居之感、幸福之情。“到2016年，城市绿化覆盖率将达到
18%以上，人均占有绿地面积达到2.4平方米以上，要建成和完善1个主题城市公
园，让城市充满绿色生机；每个住宅小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庭院绿化覆盖率必保
达到20%以上，让广大市民在美好家园中享受生活、快乐工作。”在《2015年通
榆县绿化工作安排》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城区绿化已向纵深化、精细化、品质
化方向迈进。

“我的目标是造林1000公顷，那时咱们村的环境就更好了。”站在绿树成荫的

沙坨子上，通榆县新兴乡东太村造林大户兰海军踌躇满志地告诉笔者，自2009年
开始，荒山荒地造林6年以来，他已累计造林600余公顷，无边的绿色装点了荒
山，锁住了风沙。“现在，风沙小了，环境好了，在离树林近的坨子地种粮也得
了，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了。”村民张子武的一席话道出了
东太村村民的心声。

近年来，通榆县本着老区增绿、拆违扩绿、新区保绿的原则，集中精力在城
市绿化上倾注力量。按照城市规划建设的总体思路，围绕打造“生态旅游名城”，
以墨宝园为核心，以实施棚户区改造、暖房子工程为契机，坚持品种多样、层次
清晰、品位独特、风格统一的原则，全力开展城市造林绿化。同时，配合景区景
点建设，完成了二龙庙景区40公顷各种林木的补植补造工作，为城市居民提供一
个良好的休闲娱乐场所。

在通道绿化方面。重点在长白西线通榆境内打造百里绿荫长廊，在南北出口
分别栽植樟子松，沿途栽植杨树、柳树、丁香、柽柳等，大部分地块均实施了客
土栽植。目前已经全部枝繁叶茂，百里绿荫长廊已基本成形。同时高标准营造

“解放军青年林”266.7公顷，把青年林建设成为“造林精品工程”。
在重点风沙区造林方面。注重打造精品工程，用精品工程带动整体工程的运

营，同时继续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直补到人”的政策，仅新兴乡兰海军
家庭林场6年造林就达到了600公顷。兰海军本人不仅是我省的造林大户，而且
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的造林典型。

在经济林方面。重点放在果园建设上，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建果园128个，
果树面积4899亩，栽植的品种多为苹果、葡萄、梨树、仁用杏等，分布的区域主
要是开通镇、新兴乡和兴隆山镇。

全力加大荒山荒地造林力度，努力使通榆荒山披绿装、荒野添锦绣。采访中
梁局长表示，几年来，为了实施好六大造林绿化工程，通榆县创新组织领导机
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亲自抓，每名县领导都有自己所包保的工程，县
直各部门有自己包保的乡镇村屯，林业、城管等相关部门全力、全责、全程落
实，形成了组织有力、部门联合、分级管理、技术保障、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局
面。

创新资金投入机制。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多角度、多领域筹措资金，采
取政府拿一部分、林业部门争取一部分、乡村两级解决一部分、群众自筹再解决
一部分的方式，同时还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绿化，缓解了造林资金投入压力。

创新政策运用机制。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目标，通
过土地集约经营等方式，将林农手中的零散林地集中造林，保证绿化用地的需
要，并制定了地方性补偿标准。

创新绿化造林机制。全部采用专业队造林，实行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造林，保证造林质量；创新了管护机制，实行市场化运作，按照树随人走的方法，将管
护与农民利益挂钩，形成了政府出资、乡镇管理、农民受益的管护模式。

实行责任追究制。部门领导包单项工程，连带责任追究制，各帮扶部门与所
帮扶的对象负有连带责任。实行不定期督查，对未能按计划完成的单位及时督
促，并将信息反馈到牵头领导，确保采取得力措施，保证工程进度。

创新机制，护绿色，大举措编织生态“绿网”
“以往，人们常说：养儿防老，而现在我们这里是‘养树’防老。”近日，笔

者在通榆县兴隆山镇采访时了解到，2009年该镇实施了每户1公顷养老林的创新
模式，鼓励村民造林、养林、护林。该镇长胜村53岁的吕权种了2公顷养老林，
老吕自己算了一笔账：造2公顷杨树林，可植树3600棵，按70%的成活率，到采
伐期每棵树按现价70元计算，可得近20万元……“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农民栽了
绿色‘聚宝盆’，吃了养老‘定心丸’。”老吕掰着手指笑着对笔者说道。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完善社会监管机制，使造林护绿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和良好习惯。”梁局长告诉笔者，政策支撑是造林绿化顺利开展的有力保证。按照

“改革、稳定、规范、服务、发展”的总体思路，通榆县进一步落实和稳定农民承
包经营权，让“树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利，利有其责”，激发群众植树、护
树的积极性。并全面推行“三级政府、五级管理”模式，出台了禁牧和限制采伐
等方面的决定，建立了乡镇护林和森林防火队伍，积极开展森林病虫害的预防和
除治工作，切实保护好来之不易的造林绿化成果。

“要着力破解地块落实难的问题，着力破解资金筹措难的问题，着力破解造林
用水难的问题。”梁局长再次表示，随着造林绿化的深入推进和国家对土地的严格
管控，落实造林地块难度越来越大。对此，我们借助林地清收还林的契机，全县
上下采取规划建绿、严格清收还林等方式和“清、调、补、包、租”等措施，运
用经济、行政、法律等综合手段进行清查，保证了造林用地。

通榆十年九旱，干旱缺水始终是造林绿化的瓶颈制约。为此，全县把引水、
蓄水、提水相结合，全力为造林绿化用水、湿地补水提供丰沛的水源保证。同
时，全县各部门还通过项目争取、地方投入、社会募集等多种方式广辟融资渠
道，广聚各方资金，为造林绿化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栽下绿化树，引得春风度。如今的鹤乡，无论是江河岸边，还是道路两侧；
无论是城市还是偏远乡村，到处高奏绿色乐章，写满绿色诗篇，绿色已成为通榆
一张独具特色的“生态名片”。

畅游于鹤乡——通榆浓荫掩映的路上，无边的绿色没入云天，在苍翠和嫩黄
相间处，我们终于感悟到了绿色鹤乡的内涵：那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是
一种嘹亮而不腻耳的声音，是一种无须做作仰之弥高的厚重，是一种剥尽浮华直
指人心的纯真，是一种饱经沧桑宠辱不惊的从容，是一种铿锵前行迈向未来的自
信！

走进通榆，就再也不想离开这片绿。回首鹤乡，心头却永远走不出那片绿。
随着造林绿化工作的不断深入，加之有这么一支勤于播种绿色、畅想绿色、甘为
林业建设不懈奉献的绿色使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处处山清水秀，城镇个个
绿树成荫，无论高速国道还是乡间小道，“绿满鹤乡”将造福通榆人民、惠及鹤乡百
姓，这片古老的热土定会变得更加生态宜居、更加绿意盎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
的生态通榆、美丽鹤乡，将凸现出通榆大地应有的优良环境和美好风光。

本版摄影：盖盛学

通榆县为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借春季造林的契机，召开了生态保护与建设
暨春季造林工作现场会，市林业局局长及绿化办主任、全县相关领导及具体工作人员
二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图为会议现场。

通榆县兴隆山镇是通榆县第一个实现户均1公顷养老保险林的乡镇，全镇制定了
一系列优惠政策，从2010年开始开展了户均1公顷养老保险林建设活动，活动效果非
常好。图为兴隆山镇吕武家养老保险林地块。

通榆县将通道绿化作为六大造林绿化工作之一，2010年将长白路通榆段规划为
通道绿化精品工程，全力打造鹤乡百里绿荫长廊，目前绿荫长廊已经成型。图为长白
路通榆段南出口。

举市三年大造林和三年再造百万林活动开展以来，通榆县有一位享誉全国的造林
大户脱颖而出，他就是通榆县新兴乡的兰海军，一户造林近600公顷，同时还成立了
通榆县天杉林木有限责任公司，是典型的改造荒山绿化家乡的典范。图为兰海军植造
的一块林地。

通榆县兴隆山镇结合村屯绿化工作，全力加强小城镇建设，目前已经
成为全省的森林小镇之一，也是全县造林绿化工作的典型。图为兴隆山镇
小城镇建设一角。

通榆县加强低质低产林改造工作，对国营林场的低质低产林进行有计划的更新改
造。图为兴隆山林场2011年低质低产林改造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