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徐子腾

今年以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省总林长袁家军关
于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的批示精神，
不断提升松材线虫病科学治理能力，大力
推进健康森林建设。至目前，我区共完成
疫木清理 9752.464吨，清理面积 13303
亩，高标准完成除治任务，通过省第七轮
和第八轮松材线虫病清理质量抽查。

提高站位，加强领导

加快落实国家林草局、省林业局印
发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计
划、省松材线虫病防控和区政府会议指
示精神，根据我区疫情实际情况，制定防
治方案，细化落实防控任务和防控责任，
同时将松材线虫病防治纳入全区林长制
工作任务清单，压实压紧镇乡政府主体
责任，全力推动松材线虫防治工作，认真
履职尽责，实施精准防治，实现“拔点清
零”目标。

多措并举，高效防治

高效开展疫木清理和综合防治工
作，全面推进“数字森防”，提升智治化水
平，实现疫木除治、监理检测、打孔注药
等防控环节的落地上图，实施疫木清理
全流程闭环溯源追踪，提升疫木除治和
监管水平。

今年以来，共采购各类免疫制剂
13.35万瓶，对重点松林松树进行免疫制
剂注射，有效防治 4.6万株；采购花绒寄
甲8万尾和肿腿蜂100万头，利用绿色高
效的生物防治手段有效保护溪口重点保
护区2100亩。

及时跟进，强化监管

联合区委区政府督查考核室对各镇
（街道）疫木清理情况全面开展自查和区
级抽查，对问题较多的镇（街道）下发整
改通知书进行督促，及时统计汇总全区
清理进度，协助进度滞后的镇（街道）寻
根问源、消除隐患，保证全区整体疫木除
治进度和除治质量。

今年以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就此项工作下发整改通知书21张次，组
织召开整改总结会议2次。

周密部署 多管齐下

推进松材线虫病防治打造“健康森林”

通讯员 徐子腾

谢界山村位于大堰镇万
竹西北 4公里，东临万竹村
青山下自然村，南临箭岭行
政村，西与溪口镇界岭行政
村交界，背面隔山与徐马站
相望，由大枫树下、黄泥山
头、里秧田等 10个自然村
组成。

近几年来，大堰镇借助
“宁波最美山区乡镇”的地理
优势，以发展“乡愁经济”“旅
产经济”为重心，着力打造

“连山堰情”风景线，大力推
进森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有效推动乡村全域旅游的发
展。谢界山村作为宁波第二
批历史文化名村，自然也成
为了“连山堰情”风景线上的
重要一环。

2019年，谢界山村成功
申报浙江省“一村万树”示范
村建设项目，对全村进行了
全面的绿化提升。该村“一
村万树”示范村建设项目主
要分为三块内容：第一，村口
公园及停车场绿化。通过谢
界山村入村公园及停车场的
改造提升工程，种植大柿子
树36株，红豆杉400株，高杆
茶花 110株，香樟 1株，红叶
石楠 5000株。第二，道路绿
化。在村黄史坪机耕路种植
银杏 1800 株，红豆杉 1200
株；并在黄史坪岗种植银杏
280株，红豆杉 1089株。第
三，村庄四旁绿化。利用村
集体黄泥山头空地及村中闲
置空地绿化，种植大柿子树
89株，小柿子树 1125株，银
杏420株，红豆杉1400株。

谢界山村“一村万树”示
范村建设项目投入资金31.7
万元，新植乔木树种共计
7950 株，其中珍贵树种 7840
株，柿子40余亩。该村利用闲置土地、山边坡地、农机
道路边、房前屋后种植珍贵树种和彩色树种，与“柿子
红了”民宿有机结合，突出种“环境”、种“健康”、种“文
化”、种“财富”，计划打造一种可供思念情怀的乡愁山
村，也为该村发展特色古村旅游增添色彩。

谢界山村以浙江省“一村万树”示范村建设项目为
抓手，结合“柿子红了”主题民宿，大力发展“乡愁经
济”，取得显著的成效。谢界山村村口的柿树、茶树、
红豆杉等树种构成的村民景观公园，在提供村民休闲
娱乐场所的同时，也点靓整个村庄景观，大大改善村
庄景观面貌；村入口的停车场绿化景观带和生态公厕
绿带，有力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景观效果；黄泥山上的
柿子特色景观林带，集观光采摘功能于一体，推动了
休闲民居、观光旅游的发展；打造溪坑绿化带和溪南线
景观带，着力提升溪坑和道路景观效益。最近3年，谢
界山村接待游客 2万余人次，年均旅游经济总收入 70
余万元。

谢界山村以诗意的山水为依托，融入民宿、乡愁等
元素，通过对入村道路进行景观改造、建设村庄小公园
等绿化提升工程，打造以茶花为“品”，柿子、银杏、红豆
杉为“景”的“一村一品”“一路一景”的特色乡村景观，
充分发挥珍贵树木对村庄的绿色覆盖和生态旅游休闲
作用，尽显生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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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积极贯彻落实我省新增百万亩
国土绿化、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等
专项行动，大力推进“森林奉化”
建设。根据森林资源年度监测，我
区有林地面积129.15万亩，森林面
积121.34万亩，其中省级以上生态
公 益 林 41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65.04%，位列宁波市第一。先后获
得“浙江省生态公益林建设先进单

位”“浙江省森林城市”等荣誉称号
和省厅“森林浙江”建设考核优秀通
报嘉奖。

城乡空间“见缝插绿”
重点打造通道森林、沿海森林

和生态廊道，积极采取各类河滩地、
边角地绿化美化整治手段，充分利
用可绿化空间，挖掘绿化潜力，利用
村庄闲散土地、荒山荒地等宜林地
块开展绿化，加强乡村庭院绿化和
公共休闲绿地建设，想方设法“见空
补绿”“提质优绿”，助力美丽大花园

建设。
截至目前，我区已完成康岭村、

长岭村、街西村等16个村边角未利
用地“应绿尽绿”。今年累计完成新
增百万亩绿化造林验收上图面积
7229亩、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森林
抚育面积5000亩，分别占年度任务
的100%、61%。

系列创建“多点发力”
省森林城镇、“一村万树”示范

村、生态文化基地以“一村万树”行
动为载体，根据规划，做好绿化建设

实施方案，提升绿化品质。在保护
好现有乡村风貌的基础上，将绿化
建设与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等有机
融合，全面推进村庄及周边区域绿
化。今年上半年完成1个2022年度
省级森林城镇建设方案编制，3个

“一村万树”示范村绿化建设、1个
生态文化基地申报主体落实。

我区现有森林公园 4个，其中
国家级森林公园 1个，省级森林公
园3个，总面积6014.08公顷。生态
美，游客来。2021年我区接待游客

总人数 300.5万人，其中海外游客
4.32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 1251万
元；新增建设投资 2930万元。溪
口、斑竹、黄贤、金峨山 4个省级以
上森林公园整合优化方案通过省级
审核已报国家局备案，3904.3公顷
村镇建设、农业生产、项目开发用地
得到优化调整，生态资源保护和利
用矛盾得到局部缓解。黄贤、金峨
山2个省级森林公园已按优化方案
明确的界线范围完成规划修编，并
完成部门意见征求及社会公示，目

前已进入向省林业局报批程序。溪口
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规划修编工作也已
启动。

林业管理“责有人担”
全面推行林长制，落实属地政府

保护森林资源主体责任，建立区、镇
（街道）、村（社区）三级林长制管理
体系，设立各级林长 （警长） 614
名、护林员317名，制作安装林长公
示牌 46块，形成“山有人管、林有
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的管林
护林兴林治理格局。

精心谋划 强力推进

我区多措并举抓好抓实“森林奉化”建设

通讯员 徐子腾

古树名木是稀缺的森林资源，具
有重要的人文、历史、生态、科研、景
观价值。2019年以来，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分局积极开展古树普查、日常巡
查、保护救助等相关工作，截至目前，
全区共有4株古树获评宁波十大古
树名木，4株获评宁波市古树之最，古
树名木保护取得良好成效。

开展全面普查
摸清古树资源家底

2019年、2022年，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分局先后2次开展古树名木
普查，对全区所有古树完成保护铭
牌更换，并逐棵开展拍照定位及危
害因子信息录入。

全区现有古树名木1184株，其
中名木 2株(2株浙江楠，张学良将
军在雪窦寺种植)，一级保护古树
（树龄 500年以上）66株、二级保护
古树（树龄300年以上，500年以下）
225株、三级保护古树（树龄 100年
以上，300年以下）893株，千年以上
的古树5株，古树群41个，已全部完
成登记建档工作。

签订养护协议
落实古树养护责任

2021年底，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全面启动古树名木养护协议签
订工作。通过签订协议，明确落实
每株古树的养护人和养护责任，督
促养护人加强古树名木日常养护管
理，及时制止破坏古树名木行为。

目前已有萧王庙街道、大堰镇
等 5个镇（街道）完成协议签订工
作，共计落实古树养护责任397株。

加强随访指导
提高古树养护能力

通过日常检查、电话询查、专项督
查形式，及时了解古树名木生长近况，
监督指导养护人履行养护责任，有效
保障古树健康生长。通过现场教学养
护技术、实地宣讲法律法规，使古树养
护人的养护水平和保护意识得到有效
提升。

近年来，已组织技术专家到尚田
冷西村、大堰万竹村等地指导古树病
害、冻害处置共计 28次，督促溪口榆
樟杨村重新铺设生态透气砖代替硬化
地面，使3株300年以上树龄的古树摆
脱树冠以下过度硬化问题，重焕生机。

实施保护救助
改善古树生存环境

根据树木损害程度、救助紧迫性，
同时结合当年资金安排，每年制定古
树名木救助计划，并按照“一树一策”
要求指导古树养护人针对树木生长危
害因子制定具体救助方案，及时开展
古树名木救助。针对季节性突发的树
木病虫害、自然灾害引起的古树受损
现象，及时采取应急救助措施，确保每
株古树都能得到及时救助。

2019年以来，先后对雪窦寺古银
杏、壶潭村古香榧等62株古树采取补
洞、修枝、割藤等保护救助措施，共计
投入资金56.55万元。

积极保护古树名木 守住一方绿色“乡愁”

▲雪窦寺银杏

▶雪窦寺“将军楠”

▼东山村森林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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