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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以国有林区为基准点

深耕三晋绿色

7 月的五台县驼梁峰， 不仅有松

林、草甸、巨石、溪水、牛马的灵动鲜活，

还有满坡满眼盛开的金莲花，一抹抹热

烈的明黄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娇艳。

这片保存完好的原始生态环境，只是山

西省国有林区万千美景中的一隅。

省直林局经营着山西省 2271 万亩

的国有林地， 下辖 125 个国有林场，守

护着山西最精华的森林资源，也形成了

全国独有的管理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林场是

宝贵的生态资源，是国家最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和森林资源基地，在国家生态

安全全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

用，必须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

看待这个问题”。

多年来，山西省按照“全域规划、突

出重点”推进思路，以科学绿化为遵循，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发挥“四库”功能

为方向， 通过整合优化国有林局资源，

创新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推动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保护。 从一局连三

县，到局县合作，再到百场带千村，省直

林局与驻地的联合作战、 联合发展，将

区域生态需求和建设规划有机融合到

林区的全面发展之中，逐步形成辐射全

省、集中连片的国有大林区，搭建了全

省森林生态系统的四梁八柱，构筑了表

里山河绿色发展的生态框架，成为建设

美丽山西不可或缺的生态根基和全省

人民的生态福祉。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是山西省生态修

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持证矿山生

态保护修复，山西省出台矿山环境治理

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规范矿业权人基金

缴存和生态义务履行；在全国率先实现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矿山生态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土地复垦方

案》“四合一”编写，为矿山生态修复系

统性提供科学指引。 还通过《山西省鼓

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实施办法》等 ，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

体和社会资本参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水土流失，筑起生态屏障。

山西省是全国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

省份之一。 多年来，坚持系统治理、综合

施策，扎实推进水土保持，加快构建“大

水保”格局，建立厅际联席会议制度，出

台《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指导意

见》，以“十百千”工程为抓手 ，推进 10

个整县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试点，在全

国率先出台《损坏 、占用淤地坝处置办

法》。 2023 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589 万

亩。 另外，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全面推进

幸福河湖建设，设立省级幸福河湖项目

库，依法合规实施河湖生态补水，加快

母亲河复苏和水美乡村建设，持续改善

流域生态环境。

以生态补偿为着力点

激发改革活力

“今天， 咱们到安阳造林点对一标

段实施的造林项目进行检查，在造林小

班内随机抽样， 打半亩地样地。 2 人一

组，分工到小班，逐班核查树种、株数，

计算苗木成活率，保证质量。 ”天刚亮，

陵川县林业局资源科科长李二刚和科

员李红旗、路杜刚等人就进入陵川与高

平森林覆盖率横向补偿试点项目造林

地进行检查。

日前， 高平市和陵川县签订山西省

首宗县域间森林覆盖率横向补偿协议。

高平市向陵川县支付 4000 亩森林面积

指标价款 650 万元， 陵川县负责造林。

所造林地用于高平市和陵川县“县域间

森林覆盖率横向补偿的目标值计算及

碳汇交易”， 即在国家没有出台相关规

定情况下，森林覆盖率永远归高平市所

有，碳汇收益比例在形成碳汇交易时双

方协商分配。

近年来，山西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动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

统筹协调机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优化生态保护补偿政策， 创新生态保护

补偿方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印发的《关于深化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

确要求，到 2025 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善。

为青山常绿， 在全国率先制定永久

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从 2019 年起全

面实施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积极

探索公益林差异化补偿机制，优先按保

护等级制定公益林生态效益分级补偿

机制，突出重点补偿，实行分级保护。

为碧水长流， 持续强化河湖保护管

理， 以母亲河复苏推动建设幸福河湖，

扎实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工程、“五湖”项目建设，分期分批推进

岩溶大泉保护修复，建立地下水水位与

水量“双控指标”。 对省级以上重要湿

地、国家湿地公园等重点湿地开展生态

保护补偿； 经依法批准占用重要湿地，

且没有条件恢复 、重建的，占用单位按

照规定交纳湿地恢复费。

为和谐共生， 全力推进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建设，积

极稳妥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大力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保护修

复重要栖息地，连通生态廊道，扩大野生

动植物生存空间。 适时出台《山西省陆生

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与财产损害补偿办

法》，探索推进野生动物致害责任保险。

以集体林改为切入点

盘活生态资源

近日 ，“晋韵华章 嗨啤盛夏 ”———

2024 太原西山生态文化旅游季在玉泉

山城郊森林公园启幕，生态之美与潮流

之音和谐共鸣。

曾经伤痕累累的重污染区西山，经

过生态修复成为拥有 18 个城郊公园的

太原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不仅成

为山西省首批生态文旅类开发区之一，

还入选全国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绿色发展“西山模

式”也编入《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程报告（202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生态

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推进生态

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

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

为发展优势。 ”

近年来， 山西省积极探索差异化、

特色化发展模式 ， 多渠道创造生态产

品，探索建立反映山西省生态产品保护

和开发成本的价值核算方法，推进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化，逐步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集体林地占山西省林地总面积的三

分之二以上，分布在 115 个县，涉及 430

万农户。 今年签发的第 2 号省级总林长

令———《关于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令》， 吹响了全省全面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的冲锋号。 《山西省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则围绕加快

推进“三权分置”、构建多元经营格局，

细化落实所有权 、稳定承包权 、放活经

营权改革举措 ； 围绕科学开展森林经

营、有效提升森林质量 ，细化科学划定

公益林和天然林范围、完善森林经营方

案管理制度、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

程改革举措……

“我们支持晋城市、晋中市、长治市

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市，充

分发挥引领作用， 同时在 27 个县开展

种树农民收益保障机制、集体林业大县

利益补偿机制、 发展林业规模经营、林

权价值增值途径、 林权投融资机制、林

业财产权益保护、林业产业发展、集体

林经营管理、社会化服务等九个机制方

面的探索。 ”省林草局副局长岳奎庆说。

行走在白马寺山森林公园，徜徉于

绿荫与微风间，在森林咖啡屋里稍做休

整；静坐湖畔，听天鹅野鸭嬉戏欢唱，在

半山小木屋里细品夕阳，好不惬意。

森林康养，是实施“康养山西、夏养

山西”的重要举措 ，是盘活用好林草资

源的必然要求。 山西省四季分明，雨热

同步、区位适中、交通便利，中药材分布

广泛、文化资源厚重、旅游资源丰富，发

展康养产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全方位推动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

发展，山西省不断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

度，努力挖掘森林康养潜力 、优化森林

康养环境、丰富森林康养产品 ，积极探

索“森林康养 + 生态旅游”新模式新业

态，建立健全森林康养基地分级管理体

系，全力打造一批“原真、自然、和谐、绿

色、人文、智慧”的特色化、品牌化森林

康养示范基地。

美丽中国， 渐行渐近。 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山西省将紧扣厚植

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目标， 赓续接力，

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放大绿

色效应，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汇聚

生态力量，惠及人民群众 ，书写山西生

态文明建设现代化新篇章。

（据《山西日报》）

山西，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在新时代的发展征程中，不仅肩负着经济崛起的重任，还以更大力度推进着生态文明

建设。

从《山西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到《山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到《山西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多年来，山西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

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性工程，以改革之力，探索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的转化通道，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山西迈出坚实步伐。

7 月 16 日，雨后的

中条山腹地夏县泗交镇境

内云雾缭绕， 层层梯田、多

彩村居、蜿蜒公路与绵延青

山构成一幅山乡田园美丽

画卷。 近年来，山西省夏县

加强中条山生态保护建设，

积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不断完善农村基础

设施和旅游基础设施，努力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张秀峰 摄

▲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