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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工程助力生态建设

很多人时隔几年，再次来到泰安，都会有
这样的感慨：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天更蓝
了，城更美了。登上泰山之颠，举目远眺，泰
汶大地满目苍翠，山水林城和谐统一。

良好的生态环境源于泰安在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过程中实施的五大工程：实施绿色空间建
设工程，构建城区生态园林区；实施荒山绿化
工程，构建山区生态防护区；实施水系生态绿
化工程，构建水域生态保护区；实施人居林工
程，构建村镇生态防护区；实施生态廊道工
程，构建路域生态防护区。五大工程相辅相
成，互相配合，串联起城区、村镇、山区、水
系和道路，形成全方位的生态绿化格局。

泰山—牛山—白佛山、徂徕山—太平山—
神童山，南北两条山系犹如鸟之双翼呵护着山
城，使泰安因气候宜人、生态优良而成为最适
宜人居住的城市。

5月6日，笔者来到宁阳县磁窑镇枣庄村，
发现凤凰山上绿意葱茏，成千上万的黑松、刺
槐、柳树正茁壮成长。枣庄村党支部书记范学
民告诉笔者，凤凰山曾是不毛之地，很多人都
觉得没什么价值，几毛钱一亩也没人愿意承
包，作为村干部，他带头承包了5600亩的荒
山，用于造林绿化。

“荒山不能让它永远荒下去，我们要勤劳
一点、再勤劳一点，用我们的双手将荒山变为
绿山、财富山，这个过程尽管很漫长，但我会
一直坚持下去，为整个社会的绿化贡献点力
量。”范学民说。如今在宁阳县，范学民已成
为家喻户晓的造林模范，受人称道。

在“创森”过程中，泰安市对宜林荒山，
实行专业队造林、工程化管理，加快荒山绿化
步伐；对不适宜人工造林的瘠薄荒山，实行封
山育林，逐步恢复植被；对质量较差的森林，
采取补植改造、中幼林抚育、更新造林等措
施，全面提高森林质量。“创森”以来，全市
共完成造林44 . 4万亩，占市域面积的2%，是
“创森”前的2倍，荒山造林面积14 . 1万亩，完
成森林抚育 8 0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9 . 08%，居山东省内陆城市首位。

“创森”的真谛是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
更幸福。“骑着旅游观光车，游览自己的家
乡，这感觉，倍儿爽！”2014年6月27日，岱岳
区大陡山村旅游观光车启用仪式举行，100多名
大陡山村的村民，或骑着二人、三人、四人的
自行车，或乘坐观光电动车，环游大陡山村，
欣赏家乡风景。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个因三面
环山、地势陡峭而名“陡山”的村，还是远近
闻名的“穷山恶水”。面貌的改变始于观念的
转变。大陡山村立足山多、岭多的实际，发挥
资源优势，建设绿色生态家园，将4500亩土地
打造成集民俗、旅游、休闲于一体的乡村特色
生态园，年接待旅游人数两万多人。

大陡山村的华丽转变，有力证明了农村同
样可以实现园林化、宜居化、生态化。为达成
目标，泰安市以镇村街道绿化、庭院绿化、围
村林建设和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植树为重
点，示范带动，逐步推进，全面提升村镇整体
绿化水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市级以上绿化
模范镇81个，绿化模范村1640个，分别占总数
的94%和44%，村庄绿化率达到40 . 63%。

林业产业兴绿富民

泰安市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过程中，以创
建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创建，按照科学规
划、发挥优势、突出特色、膨胀规模、提质增
效和“一产四化”的要求，坚持抓龙头、带基
地、连农户，促进产业升级，重点培植了特色经
济林、苗木花卉、木材加工、林下经济、森林旅
游五大产业，林业总产值达到365亿元，实现了大
地增绿、林业增效、林农增收的多赢目标。

王恩海是新泰市小协镇安家庄村一位退休
工人，2002年他以每亩200多元的价钱承包了雷
山800多亩的山林，用于种植核桃，随后的十几
年规模不断扩大，现有林地1750亩，其中经济
林1100亩，种有核桃树近10万棵。据王恩海介
绍，他最初种核桃年收入不足2万元，现在收入
能达到100余万元，并注册成立了新泰市雷山农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雷山”牌核桃，产
品远销北京上海等地。“别人的核桃卖十五六
元一斤，我的能卖30元，有了自己的品牌，附
加值增加近一倍。毫不夸张地说，土里刨食我
算是当地最好的一个。”说起核桃的产业化经
营，他自豪地说。

像王恩海一样，更多的致富能人在积累了
一定的资本后，通过林产品产业化经营尝到了
甜头，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宁阳县葛石镇是著
名的“大枣之乡”，每年出产大枣十多万斤。
周庄村地处好运枣园，是大枣的主产区。村民
告诉笔者，全村家家户户都有枣树，村里合作
社成立的“不老枣”公司收购大枣每斤30元，
村民年收入达十多万元。

“创森”期间，泰安在特色经济林产业发
展上实现了新突破，带动了林业增效、林农增
收。此外，当地还依托东方园林等全国林业龙
头企业，做大做强苗木花卉产业。宁阳县东方
园林苗木基地位于东疏镇驻地，占地2万亩，由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栽植了朴
树、油松、山茱萸、五角枫等大规格高档苗木
40个品种、140余万株，累计投资达6 . 5亿元。

国家森林城市的创建为泰安旅游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森林旅游正蓬勃发展，年接待旅游
人数如今达1500万人，实现森林旅游综合收入
45亿元。

集体林改注入新活力

泰安市阳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

林业综合开发的私营企业，2012年，公司从岱
岳区山口镇大兰沃村流转了1900亩山林，在规
模经营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有了林权证，
我们算是吃下了‘定心丸’，放心多了，可以
全心全意经营属于自己的山林。”公司负责人
吴海军高兴地说。据介绍，山林流转后，公司
投资1700多万元，修建了水、电、路、护林房
等基础设施，种植了核桃、板栗、茶叶，在林

下养殖芦花鸡、青山羊，2013年又从农信社贷
款650万元，用于扩大生产规模。

在泰安，还有很多企业像阳光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一样，大片流转林地用于规模生产。5月
7日，笔者在位于“中华樱桃第一镇”——— 天宝
镇的梁父山万亩大樱桃基地看到，成片的樱桃
树铺满整座梁父山，看不到尽头。天宝镇副镇
长尹训斌告诉笔者，镇上通过土地规模流转，
广泛吸引工商资本入驻林业，明瑞集团集中规
模流转2600亩，栽植大樱桃10万余株；东源农
业开发公司流转土地1500亩，栽植3-5年生大樱
桃6万株；济南万路达园林科技有限公司流转土
地1600亩，建立高档苗圃一处。

大批工商资本纷纷进驻林业，得益于泰安
市林改过程中对林地流转的支持和鼓励。笔者
了解到，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泰安
市鼓励产权明晰的林地、林木资源，通过出
租、转让、入股、抵押等多种形式，向专业大
户、民营林场、农民合作社、林业企业有序流
转。截至2014年底，全市累计流转林地59 . 7万
亩，促进了林地由分散、粗放经营向适度规模
和集约经营的转变。

集体林权流转将“活资源”变为“活资
本”，而林权抵押贷款则将“活资产”变为
“活资金”。“过去，咱只能守着‘叶子’等
‘票子’，现在我每年都能用林权证作抵押从
农信社贷到300万元，让‘活树’变成了‘活
钱’。要没有这个新办法，我这农庄旅游就搞
不起来，最近我又准备新上水上娱乐项目，全
部竣工运营后，每年可创收1800多万元，纯利
润600多万元。”新泰市民营徂阳林场负责人李
昌留谈起林权抵押贷款带来的好处，对下一步
发展充满了希望。

泰安市林业局局长葛茂金介绍说，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后，森林资源产权得到明晰，特别
是全国统一式样和编号、具有法律效力的林权
证的出现，为林业信贷融资和金融部门在农村
放贷落实了有效的抵押物。截至2014年底，泰
安市累计发放贷款达4 . 48亿元，居全省第一
位，有效破解了林业发展的融资难题。简便、
亲民的贷款方法，让一张张林权证摇身变成林
农的“绿色信用卡”。

此外，为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泰安市推
出了政策性森林保险。2014年5月份，泰安市正
式启动政策性森林保险，在农户等投保人承担
部分保费的基础上，由各级财政对保费进行补
贴，市、县林业部门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和保险
机构，明确了市、县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截至
2014年底，泰安市政策性森林保险参保面积53 . 5
万亩，保险金额4 . 4亿元，保费收入219万元，其
中政策性补贴196万元。

资源保护常抓不懈

建设国家森林城市，“三分植绿、七分管
护”，树木既要栽好，更要保护好。自“创
森”以来，泰安市各级牢固树立“保护就是发
展”的理念，把资源保护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
位置，全面强化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控、林
业执法、湿地建设与管理等资源保护工作。

泰安森林资源丰富，全省第一、第二大国
有林场均在泰安境内，因而泰安防火任务尤其
艰巨。泰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云鹏多次指
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是泰安各级干部的永
恒责任，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在全国率
先制定了《森林防火责任标准体系》和《森林
防火工作标准体系》，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
公布防火包保责任区域、责任领导和责任人，
层层签订防火责任书，建立了“横到边、竖到
底、无漏区、全覆盖”的森林防火责任体系。

现在，泰安6个县(市、区)和市属国有林场
都建立了100-150人的森林消防专业队伍，仅
市、县两级列入财政预算的森林消防专业队伍
达到了1050人，比2011年增长200%。

森林防火重在防人，防人重在宣传教育。
泰安市先后组织了森林防火读报竞答、森林防
火知识电视大奖赛等活动，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教育进学校、进课堂，通过“学生促家长、小
手拉大手”，影响60万个学生家庭、200多万人
口，产生了教育一个学生、宣传一个家庭、带
动整个社会的综合效应。

“创森”以来，泰安将虫害治理的工作重
心放在预防上，不断完善市、县、乡、村“四
位一体”监测预报网络，创新优化无公害防控
机制，坚持飞机防控与地面防控、生物防控与
人工防控相结合。截至目前，全市林业有害生
物成灾率为0，产地检疫率达100%，无公害防治
率达100%，测报准确率达92 . 9%。

同时，泰安市全面加大林业执法力度，依
法查处和打击乱占滥用林地、乱采滥伐林木、
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2013年以来，
全市共查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385件，查处率为
100%，行政处罚361人次；没收违法所得4 . 9万
元，罚款106 . 4万元，没收野生动物107只，没收
木材51 . 9立方，补种树木3 . 55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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