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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加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编制完成洞口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方案。不断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修复、
景观提质、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配套
设施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观
光体验。截至目前，该县修建了7处森
林康养基地，并均已正式投入运营。进
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自然保护地

知名度， 溪国家森林公园先后推出
“乌饭节”“熬茶节”等文化旅游活动，
吸引了一大批游客。

大力加强治理能力建设，不断提
升林业行政执法能力。创新体制机制，
整合乡镇综合执法队伍的力量，采取
联合执法和委托执法方式，由县林业
局林政法规股工作人员协同网格管理
员共同执法，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全程监督，做到“一个案件、一名
领导、一套专班、一查到底”。同时，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今年以来未发
生林地经营纠纷。

该县有5个国有林场，森林覆盖率
均达95%以上。其中，大湾国有林场、桐
山国有林场获评“秀美林场”，月溪国有
林场、桥头国有林场已完成所有项目

建设等待验收， 溪国有林场正在积
极申报“秀美林场”。连续6年，该县均
有林场获评“全省国有林场质量管理
评估‘十佳林场’”荣誉称号。

加强治理 营造秀美环境

通过生物多样性调查发
现 ，该 县 共 有 维 管 束 植 物
1969 种，隶属于 191 科、825
属；土著种子植物175科、737
属、1777 种；陆生脊椎动物
380种。发现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 50 种，其中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28 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2 种，并
发现了湖南省新纪录物种
——栗鸢。

在今年的“清风行动”中，

该县森林公安、市监、农业农
村、交通运输等部门查处非法
猎捕、采集省重点野生动植物
案件5起，非法运输、销售野
生动物案件1起，累计放生野
生动物61只（羽、条、头）。

今年来，该县开展了“野
生动植物保护日”“环境保护
日”“爱鸟周”宣传，发放宣传册
2万余份。共救护猫头鹰、雅鹃、
苍鹰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8
只，白鹭、苍鹭等野生动物22

只。积极加强对“非洲猪瘟”“禽
流感”等野生动物疫病的监控，
充分发挥“一长四员”作用，大
力普及动物疫病知识，提高群
众认识。

为减少野生动物致害造
成的损失，该县成立了护农
狩猎队，依法开展狩猎，向群
众讲授预防野生动物知识。
加强野生动物致害防控，积
极探索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
制，投入 20 万元购买野生动
物致害保险，有效降低了群
众因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造
成的损失。

严格执法 筑牢保护屏障

今年，该县林草案件发生明显减少，没有发生
违规采伐林木案件。林地保有量13.12万公顷，森
林蓄积量1240.3万立方米。申报成为全国森林可
持续经营管理试点县；月溪国有林场森林可持续
经营试点项目获中央资金支持。构建了林业、自然
资源等部门参与的协调机制，统筹做好全县湿地
资源监管工作。完成平溪江国家级湿地公园湿地
保护与生态修复项目，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288亩。

该县首创“洞口县公益林、天然林阳光平台”，
及时公开公布全县公益林、天然林的建设规模、布
局范围等信息。同时，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建成古
树名木公园1个、林长制主题公园1个，进一步向
群众普及古树名木保护意识。

截至目前，该县已超额完成今年的营造林任
务。此外，该县加快推进“一座森林城市、十个美丽
乡镇、百个秀美村庄、千条生态廊道、万户美丽庭
院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十百千万”工程。五年
来，该县完成各类营造林100.2万亩，居全省前列，
成功创建湖南省森林城市。

同时，该县加强种苗质量监管。今年，省林业
局对该县林木种苗质量和林木良种繁育补助项目
现场抽查，各项指标位于全省前列。

守护修复 植绿增绿

森林草原火灾防控方面，
该县创新“四张清单”工作机
制，落实森林防火“十条硬措
施”。重点抓好智慧林业森林
防火系统、生物防火林带、防
火隔离带、防火道、森林消防
蓄水池等五大项目建设。加快
一体化推进防火预警监测系
统、智能防火指挥系统和现代
化装备体系建设。

组建专职森林消防中队，
先后多次出色完成外县救援任

务，得到省领导高度肯定。为24
支乡（镇）级森林消防应急队伍
配全装备，定期开展集训演练，
做到“一个火警、一支队伍、一
刻到达、一小时扑灭”。防火期
内，组织专班力量，号召广大党
员干部和志愿者1.3万余人对
林区重点部位、重点线路周边
干枯杂草、树木等进行彻底清
理。开展领导包片蹲点指导，千
名干部下村组开展大巡查。

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方面，

该县域内连续 8 年没有发生
较大有害生物灾害，是全省少
数几个没有发生松材线虫病
的县之一。今年以来，更是实
现了全县零成灾。

该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森防
管家”项目，有效联动国家级林
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和有害
生物防治的林用机场，建设高标
准林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体系，
实现测报防治一体化。建设了全
省首个乡镇森防实验室，突出抓
好虫情调查。今年，该县开展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2793.3公
顷，无公害防治率100%。

防控火灾 防治虫害

该县708个网格高标准配“四员”（生态
护林员、科技员、监管员、执法员），生态护
林员履职尽责排名情况全省领先。对护林
员加强线上培训的同时，该县林业局还成
立6个辅导组，下沉一线直接服务林业经营
主体。全县生态护林员平均上线率99.25%，
有效巡护率93.83%，位居全省前列。

制定《洞口县一长四员考核办法》，将
林长制考核结果纳入绩效考核。该县对护
林员实行每月考评打分，有奖有罚。以县域
社会治理“六零”村（社区）创建为抓手，将
林长制各项工作作为“零污染”“零发案”主
要内容。每年安排1000万元资金，构建“户
获积分兑奖品、村组获积分换项目、乡得积
分获奖励、县直部门获积分赢绩效”五级利
益联结机制，群众知晓率、参与度达95%以
上。将林长制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专项督
查考核内容，基层林长办履职能力建设纳
入县纪委重点督导范围。开展林长制实施
成效第三方评估，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该县全面完成了反馈问题整改和
裸露矿山生态修复，整改销号率100%，全省
排名靠前，全市第一，案件办理质量处于全
省前列，形成了林长统筹协调、部门齐抓共
管、区域联防联治、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新
格局。优化“林长+警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打造林长制网格化管护体系升级版。6月28
日，省人民检察院发布了11件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典型案例，洞口县办理的督促治理矿
山地质环境公益诉讼系列案件成功入选。

创新机制 履职尽责

2021年6月，该县出台全省第一份《林
长制实施方案》。成立林长制工作委员会，
建立县、乡、村三级林长组织体系和“一长
四员”网格管护体系。该县共划定护林网格
708个，全体县级领导担当县级林长，各级
林长共计976人。县本级成立林长制事务
中心，24个乡镇均成立林长办（林业站），
明确站（办）一体化工作人员73名，做到持
证上岗。该县在林长制体系基础上，建立

“林长+警长+检察长”制度，健全联合执法
机制，创新“林长制+六零创建”，开展“积
分换项目”，激发干群参与热情。

各级林长不断强化履职。今年，县级林
长对林业工作批示达20次，多次专题研究
林业工作，研究解决了林长履职、经费保障
等重点难点问题 15 个。3 月 20 日，县委书
记、县长签发“关于加强清明期间森林防灭
火”的林长令，利用各种手段广泛宣传。县
级林长按规定完成巡林履职，带动乡、村林
长巡林 40469 人次，协调解决各类林业发
展重难点问题95个。各乡镇党委书记（乡
镇林长）、林长制各成员单位负责人每年向
县委书记（县林长）述职2次，全力以赴确
保林长制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推行乡级林长办（林业站）标准化建
设、站办一体化运行。投入1200 多万元建
成8个国家标准化林业站，石江站、高沙站
多次接受省市领导检查，得到一致肯定。预
计到2024年，24个乡镇林业站可全部建成
国家标准化林业站。

先行先试 林长治林

洞口县是湖南省重点林区
县，先后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县、
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先进县、全国资源管理
先进县、全国林业信息化建设十
佳县、湖南省森林城市等称号。

该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长
制，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以林
长制为统领的资源保护发展新
格局已经形成。2022年，该县林
长制工作获省政府真抓实干督
查激励表彰。同时，该县林业局
森林消防中队荣获2019—2021
年度“全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 林 长 治 ”是 如 何 炼 成 的
——洞口县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纪实

兰绍华 张志勇 向妍

洞口县森林消防中队日常训练。

“林长+检察长+警长”在洞口县竹市镇采石
场查看生态修复成效。

洞口县林业局资源林政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有害生物。

▶▶洞口县洞口县
城中心伏龙洲城中心伏龙洲
风光风光。。

洞口县森林康养基地苏宝顶风光洞口县森林康养基地苏宝顶风光。。

（本版图片由洞口县林业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