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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染晋中诗意浓绿染晋中诗意浓 富美山川入画来富美山川入画来
——在植树节让我们一起拥抱绿色

植树添新绿 不负好春光记者手记

“春风拂枝吐新绿，正是植树好时

节。”乘着春风，当我们徜徉在大自然的天

然氧吧畅快呼吸间，迎来我国第46个植树

节。多年来，蓬勃发展的植绿护绿事业让

晋中大地披上了绿装，生态环境质量得到

了显著改善。

“植”此青绿，春色满园。中国自古便

有植树护绿的传统。我国现行的植树节，

是1979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决定设立的。从那时起，每年3月12日

植树节前后，全国各地都会掀起规模不

一、形式各异的植树活动，趁着万物萌发

的大好时节，给大自然增添一抹新绿。

植树造林是实现山更绿、水更清、天

更蓝、空气更清新的重要途径，良好生态

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我市将全面提升绿水青山成

色。聚焦“一山一河”，河（湖）长、林长、田

长“三长”联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成榆次涂河、

昌源河祁县段、榆社云竹湖、左权柳林河、

寿阳白马河5条“幸福河湖”创建。完成林

草综合治理34万亩以上，左权、昔阳力争

创成国家森林城市，强化5个省级自然保

护区和7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分

级保护，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黄河

中游和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种”下希望，收获未来。在提倡“低碳、

节能”环保生活的今天，植绿护绿的理念已

成为我们每个公民的时尚追求。因此，我们

新闻工作者更应该当好生态文明理念的践

行者和传播者，通过广泛宣传环保法律法

规、生态保护相关知识，努力带动家人、影响

大众，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

让我们携起手来，不负春光，“植”此新绿，

用汗水为晋中添绿增彩，让晋中的山更绿、

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努力打造青

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晋中。

张凯鹏

春风拂面，草木萌发。太行山

上，松柏在朦胧绿意中透露出欢欣

与生机；汾河岸畔，骑行爱好者们

穿梭在环城绿道上，一边骑行一边

赏景，享受着惬意春光。国土披

绿，山川锦绣，晋中大地正在春的

气息中不断苏醒。

“漫步方山国家森林公园，闭

目闻听耳畔啁啁鸟鸣，驻足观赏

青翠松柏屹立山巅，踱步于林间

小路，微风从指尖划过，真的是一

种享受……”家住寿阳的郭先生是

一名摄影爱好者，行走于山林间，

感慨于家乡近两年巨大的变化，

“无论是山上，还是城市，树越来越

多，绿化一天比一天好，高低树木

错落有致，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出来走走非常舒心。”

这些改变得益于寿阳县持续

推开的大规模国土绿化，仅 2022

年，该县林木绿化率就提升了近7

个百分点，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城

市。2023 年，该县乘势而上启动

国家园林城市争创工作，绿色品

质进一步得到大幅提升，寿阳县

林业局也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表彰为全国绿化

模范单位。

让晋中大地披上更多绿色，

寿阳县只是一个缩影。在左权

县百里画廊，数十万株苗木组成

的林带点缀在耸峙的青山间；和

顺县合作造林及亚高山草甸保

护工程催绿生态美景；昔阳县庞

家峪生态保护和修复示范工程

还绿于民；灵石县矿区植被恢复

工程为曾经坑洼斑驳的废墟披

上绿装……

国土绿化工作是一项生态工

程，更是一项民生工程。来自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消息，2023年，

全市国土绿化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全面推

进国土绿化。目前，全市完成造林

46.8万亩（其中省级封山育林7万

亩），任务完成率 100%；完成植树

1834 万株，任务完成率 141%。全

市 39.8 万亩造林面积经国家林草

局落地上图系统审核通过，完成率

100%，绿色正在成为晋中更加浓

重的生态底色。 （史俊杰）

国土披绿织锦绣

特别报道

春光旖旎，又到一年植绿时。3月12日，我们将迎来植树节。洒下绿色，播种希望，是我们和这个时节不变的约定。

行走在晋中大地，你会欣喜地发现，这里变化的不仅仅是山川的颜值，更重要的是生态文明理念已深入人心，一幅

诗意家园、绿水青山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在晋中市榆次区北田镇朱村的聚

丰红种养专业合作社，三月的春风吹

拂着枣树枝头，芽苞初放预示着丰收

的希望。这里的“领头羊”朱志新，正

带领着当地农户走向致富之路。

现在，39 岁的朱志新已经成为北

田镇远近闻名的枣树种植“专家”，为

了这一“甜蜜”的事业，他日夜穿梭在

枣林中，忙碌的身影从成立合作社到

创建百枣园，从新品种引进到绿色认

证，从基地标准化生产到品牌化营销，

蹚出了一条黄土丘陵地带的乡村振兴

之路。

朱志新的成功不仅为当地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也为全市干果产业发

展树立了榜样。据统计，2023 年底全

市干果经济林面积 194.35 万亩（其中

核桃 109.20 万亩，红枣 23.12 万亩），总

产量15.43万吨，产值12.44亿元。2024

年，晋中市将继续秉持“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理念，建设现代林草产业

示范市，加强产业集群建设，推动科技

创新，打造示范样板，扶持龙头企业，

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

产业繁荣、乡村美丽、百姓富裕。

（马永红）

3 月 7 日，春日清晨的山林里，山间的泥泞小路

还很湿滑，位于榆次区长凝镇庆城村的庆城林场，

“90 后”森林管护员周润男身着迷彩服，开着巡逻车

开启了他一天的巡山工作。

2012年底，周润男通过社会招聘，成为庆城林场的

一名森林管护人员，从此他便与山林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润男参加工作之前，从未涉及过林业相关知

识。为了尽快适应林场工作，他不断向老护林员请教，

一边钻研业务知识，一边加强林业生产实践。他白天

巡山护林、植树造林，晚上观看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

等专题片。上班第一天，他便开始熟悉林区地形地貌，

进行林区探路。当时探路工作比较原始，他翻山越岭、

披荆斩棘，使用红布条等做记号，逐渐掌握了相关知

识，熟悉了林区情况。

行走在熟悉的山林，周润男眼睛紧盯着视野内的

每一个枝头，敏锐地搜寻着易生隐患的每一处角落。

12年来，他坚持每天巡山查林，跑遍了责任区的每一条

山梁、每一道山沟、每一片林地，对每一个小班的地理

位置、面积、林木种类等都熟记于心。

树木生长一年就是一个年轮，而护林员周润男已

经在庆城林场护林 12 年，他用双脚走遍整个林场，也

用汗水保护着树木的生长。“我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这里生态非常脆弱，绿色就是希望，林子是我们的

生命线。”周润男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一直能干下

去，植树造林、造福子孙。”

（武玲芳）

“小公园建在家门口，出来遛弯

很方便。”“出门就能见绿，感觉很幸

福。”连日来，随着春回大地，行走在

我市各公园、绿地，总能看到出来遛

弯的市民，总能听到大家这样的夸

赞声。点缀于城市中的公园绿地，

刷新了城市颜值、厚植了生态底色、

增强了文化底蕴、提高了幸福指数、

积蓄了发展潜能，深受广大群众的

喜爱。

近年来，我市坚决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增绿量、

添色彩、提品质”为抓手，建设了一批

公园绿地，城区绿量持续增加，绿化

格局日益完善，绿化品质有效提升。

截至2023年底，全市新增城市绿地面

积 87.6 万平方米，新增“口袋公园”23

个、“小微绿地”40 个，新增城市绿道

15.57 千米。市城区城市绿化覆盖率

达 42.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2 平

方米，道路绿化达标率达 95.88%，林

荫路覆盖率达 85.75%，公园绿化活动

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87.04%。

去年，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充分

发挥“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公益性、

普惠化功能，积极探索推进“公园＋”

创新实践，通过设置有声读书墙、开

放共享公园绿地、开放骑行健身园路

等措施，不断开拓功能边际，激活了

“公园+露营+健身+智慧+趣味”游园

新模式，为广大群众提供更有温度、更

具风情的城市休闲空间。同时，对“口

袋公园”“小微绿地”开展环境整治，组

织专家对一线养护人员开展技术指

导，全面强化口袋公园精细化养护管

理水平，打造了“树木有形、绿地整洁、

设施完好、景观优美”的高品质绿地，

实现了从“增绿”到“常绿”的提质目

标，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闫淑娟）

林草资源是重要的资源之一，是生物多样

化的基础。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林草资源保护

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去年以来，我市全面加强资源管护，深入开

展了打击毁林毁草专项行动。行动开展以来，

全市共发现查处行政案件 5 宗、刑事移送 1 宗，

收回林地、草地面积20余公顷，恢复植被面积20

余公顷，有效遏制和打击了各类破坏森林和草

原资源违法行为。

在森林草原病虫害防控方面，我市依托省

级项目和专业技术力量，通过技术培训、防控

设施购置等手段，发挥 3 个国家级、2 个省级、

28 个市级测报点作用，做深做实监测、检疫、

普查、防治工作，检疫苗木 6000 万余株，全市

林业有害生物无重度发生，保持重大林草有害

生物“零入侵”。

去年以来，我市着力抓实森林防火工作，全

市未发生森林火灾。去年，我市共查处违法野

外用火 108 起，设立检查站卡 1793 个、组织护林

员 4193 名，启用瞭望台哨 793 个，运行视频监控

335路，野外用火管理网格进一步织紧织密。为

防范化解林草火灾风险，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会同公安、应急部门整治风险隐患 189 处，组织

市森防指成员单位脱产驻县 1 个月专项督导检

查。在基础保障方面，全市森林消防队伍人数

达1390余人，防火规划、制度建设等软件设施不

断完善，扑火装备车辆等硬件设施进一步增加。

今年，我市将继续按照市委安排部署，继续

加强林草资源管护，开展好打击毁林毁草、林草

湿荒综合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做好重大林业有

害生物防控，提升森林防灭火能力建设。

（张颖）

特色林果
生态化

守护青山绘美景

城市增绿提颜值

近年来近年来，，我市以我市以““增绿量增绿量、、添色彩添色彩、、提品质提品质””为抓手为抓手，，建设了一批公建设了一批公

园园、、绿地绿地，，城区绿量持续增加城区绿量持续增加。。

林木保护履“植”责不负春光
播撒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