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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早晨7点，

春日清晨的山林里，山

间的泥泞小路还很湿

滑，在位于和顺县横岭

镇白官村的林场，“80

后”护林员高亮身着迷

彩服，开启了一天的巡

山护林工作。

2022 年，通过社会

招聘，高亮正式成为和

顺县横岭镇白官村的

一名护林员。从此，他

便与山林结下了不解

之缘。“每年从3月开始

都是山林防火的关键

期，在此期间，起早贪

黑是工作常态。”高亮告诉记者，他

负责管护白官村到龙旺村的林地，

每天天刚亮，他就在山林和村庄间

穿梭奔忙。用一声声响亮的“注意

森林防火”口号、一遍遍到户宣传林

业政策、一步步攀爬山岭瞭望，守护

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从成为护林员开始，高亮走遍

了白官村管护站辖区的沟沟坎坎，

对那里的每一道山梁、每一片林地、

每一个地形地貌都了如指掌，熟记

于心。高亮说，他生长在这里，对山

林有着深厚感情，守护绿色是自己

的责任。“只要看到这生机盎然的林

子，就是再辛劳、走再远的山路都心

甘情愿，从没觉得苦和累。”高亮深

知眼前的绿水青山来之不易，因此

他对待森林防火工作一丝不苟、严

防死守。每逢山林防火期，他都会

亲手制作护林防火标语、设立警示

牌，挨家挨户宣传森林防火、野生动

植物保护和林草政策法规知识。

在禁火期，高亮更是走山进

村，一遍遍提醒村民护林防火的重

要性。因为他深信，只有深爱着大

山，与林木交朋友，才能真正守护

好这一片片“绿海”。 （武玲芳）

02 / 15版
晚报版晚报版

本版编辑 / 史翔凤 胡启龙 校对 / 张 婧

2025年3月12日 星期三

一版编辑一版编辑 // 史翔凤 孟佳琪 校对史翔凤 孟佳琪 校对 // 胡启龙胡启龙

为山川披绿 为大地添色
——植树节，让我们不负春光共植绿色希望

绿色映底蕴，山水见初心。3月12日，我们迎来全国第47个植树节。近年来，植树造林、绿化家乡的繁荣景象，

在我市处处可见。蓬勃发展的植绿护绿事业不仅让晋中大地披上了绿装，更让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这里的空气新鲜，环境优

美，让我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

松。”3月9日，市民徐星带着家

人来到榆次区乌金山国家森林

公园。“每到周末，我都会带着

孩子去森林公园或郊外的树林

里野餐、徒步，让孩子感受大自

然的美好。”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绿

色发展，不断提升发展的“含绿

量”，大幅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

质量，让老百姓享受到了更多

的“绿色福利”。太行山上、汾

河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林如同

绿色的屏障，守护着城市的生

态环境，成为市民周末出游、亲

近自然的好去处。晋商公园、

社火公园、潇河湿地公园等大

型公园，宛如城市绿肺，不仅为

市民提供了宽广的休闲空间，

更以其精致的景观设计、丰富

的植物种类，成为市民亲近自

然、享受生活的首选之地。遍

布城市各个角落的街旁绿地和

“口袋公园”，更是市民日常放

松的小天地。

国土绿化工作不仅是一项

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工

程。生态环境的改善，提升了

市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产业

发展，为晋中市的可持续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2024 年，晋中

市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林草融合、耕地不用”的原则，

以国家太行山区生态保护和

修复项目、省级黄河流域防护

林屏障建设为抓手，着力推进

国土绿化扩容增量。2004 年，

全市完成造林面积24万余亩，

完成植树2176万余株，成功申

报“山西省太行山中南段革命

老区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在

森林覆盖率提升方面，依据

2024 年省级年度核查数据，我

市新增成林面积已完成 75 万

亩。

如今，晋中市已经成为一

座绿色之城，散发着蓬勃向上

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人们心中

理想的居住地。 （张颖）

早春时节，春寒料峭，但位于太

谷区沙子地村张勇的设施暖棚里，却

是暖意融融。在这里，棵棵枣树花开

正盛，有的甚至已经坐果，整个大棚

洋溢着生命的气息。

“让枣树住进大棚，有一个知冷

暖的‘家’，从而解决了烂枣问题，也

在红枣产业提质增效方面走出一条

新型化、集约化、精细化种植的路

子。”张勇说，“用暖棚栽植红枣树，

除了防止烂枣，还可使红枣的成熟

期提前，大田红枣还在生长期间，大

棚枣就已经抢先上市，这让大棚红

枣在市场上可以脱颖而出。”

记者了解到，张勇的设施暖棚建

在太谷区小白乡万亩红枣园，园区面

积1400亩，栽植品种包括壶瓶枣、梨

枣、蟠枣等，红枣年产量保持在 200

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达1100万元，人

均光红枣一项收入可达 18000 元。

园区壶瓶枣面积 900 亩，梨枣面积

500亩，近年来引进的设施红枣30余

亩，亩产鲜枣达 1500 公斤以上。密

植的栽培模式以矮化密植为主，园区

所有地块全部搭建了遮雨棚，有效抵

御了阴雨天气对于红枣生产的影响。

枣树只是我市发展干果经济林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积极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战略，锚定把我市建设成山西中部

林草产业核心区的战略目标，坚持把

发展产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

之策，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稳步推

进林草产业发展，厚植“生态美”绿色

底色，增进“百姓富”生态福祉。如

今，特色林草产业在晋中蓬勃发展，

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

收益。

截至 2024 年底，全市干果经济

林面积达191.9万亩，其中核桃105.8

万亩、红枣22.6万亩、连翘11.9万亩、

沙棘24万亩、其他27.6万亩，干果经

济林总产量15.1万吨，干果经济林总

产值12.4亿元。

（史俊杰）

清晨，家住市城区粮建公司宿

舍的秦桂梅走出家门，来到位于蕴

华东街的“口袋公园”无喧园。园

内，小桥流水、幽静别致，她边走边

活动筋骨，偶遇邻居，还会笑容满面

地打招呼。说起家门口的“口袋公

园”，陈翠兰连连称赞：“以前这里是

一栋旧楼，如今成了家门口的‘会客

厅’，大家锻炼休闲都爱来这里。”

这样的变化在市城区不是个

例。近年来，我市利用城市边角地、

裸露地、闲置地等，见缝插“绿”、见空

置“绿”，打造了130余个“口袋公园”

和“小微绿地”，新增绿地面积71.5万

平方米（其中包含居住区绿地面积

13.94 万平方米）。配套建设公共文

化墙、廊架廊亭、坐凳座椅、健身器材

等“城市家具”，10个儿童乐园，19个

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等露天

体育场相继建成开放，有效扩展了中

心城区的生态空间，为市民游乐、休

憩提供了场所。

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责人介

绍，为充分发挥“口袋公园”“小微绿

地”的公益性、普惠化功能，该中心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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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拓公园功能边际，为广大市民提供

了更有温度、更具风情的城市休闲空

间。“目前，市城区全域开放 56 个公

园（“小微绿地”“口袋公园”）约23万

平方米的公园绿地、林下空间、沿湖

绿道，解锁‘公园+绿地共享’模式，

实现了从‘赏绿’到‘享绿’的转变。”

同时，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大力

开展彩化美化工程。每年“五一”“十

一”期间，利用各色花草添彩增绿，在

市城区各主要出入口和“六横四纵”

重点街路等节点，打造主题立体花

坛，扮靓城市街景，在增绿与扮彩中，

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惠及广大群众。

城市之美宜游宜憩，幸福生活

可感可及。如今，“三步一景、五步

一园，处处见绿、步步见景”的理想

已经成为现实，市民走出家门就能

遇见美。 （李娟）

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

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近年

来，我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

理和病虫害防控等方面扎实开展

林草资源保护，推动森林碳储量

高质量增长。

在森林草原病虫害防控方面，

我市贯彻“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

法监管，强化责任”的方针，对林业

有害生物发生区域采取生物、物

理、化学等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

2024年，林业防治面积12.95万亩，

草原防治面积14万亩，有效抑制病

虫害扩散蔓延，圆满完成林业有害

生物成灾率3.5‰以下、草原有害生

物成灾率9%以下的目标，保证了全

市林草资源健康稳定发展。

严防森林防火，是确保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坚实保障。去年，我

市全力抓实森林防火工作，多措并

举提高火情监测覆盖率、识别准确

率，并及时反馈。重点开展“重大

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

“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全力防未、防危、防

违。行动期间，全市共派出检查组

1300 余 个 ，出 动 人 员 9000 余 人

（次），建立隐患排查台账 19 处，制

止野外违规用火66起，行政处罚65

人，行政拘留 1 人，罚款 5.28 万元，

排查整治输配电设施线路 108 条。

全市共设置固定检查站卡 210 个，

瞭望塔台93个，增设临时检查站卡

631个，值守人员1700余人，安排各

类护林员、巡护员3800余人。与此

同时，持续加强我市林草系统防灭

火专业力量建设，连续11年举办市

级综合演练和技能比武，连续 3 年

在省级综合演练和技能比武中获

得奖项，受到表彰。

每一棵树木都在给我们的地

球和人类贡献绿色。让我们每个

人都行动起来，护绿、增绿，共建美

丽家园。

（闫淑娟）

春回大地，万物更新。在我

市，每到植树时节，就有许多群

众扛上铁锹，走进山山峁峁栽种

树木，为晋中添绿，共赴“春天的

约会”。

树，是大自然最忠诚的守护

者。它扎根土地，像沉默而坚毅

的卫士，抵御着风沙的侵袭。在

茫茫沙漠边缘，一排排胡杨用顽

强的身躯，为我们守住珍贵的绿

洲，让荒芜之地有了一抹生命的

亮色；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

坡，树木用盘根错节的根系，紧

紧抓住每一寸土壤，让浑浊的泥

水逐渐变得清澈。正因为有了

树，我们的山川才更秀美，河水

才更澄澈，家园才更安宁。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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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洒下绿色，播种希望，是我们

和这个时节不变的约定。 在前

不久闭幕的市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将“突出生态治理，全力建设

美丽晋中”作为2025年要抓好的

重点工作之一。其中，提出要打

好生态修复保卫战，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全面完成“一泓清水入黄河”

生态保护工程，创建 6 个幸福河

湖，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52.9

万亩，水土保持率达到 66%。启

动和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加

快推进太行山中南段国土绿化、

“三北”工程等项目，全年造林绿

化32.4万亩。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种下

希望的种子，收获的必将是一个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未来！在

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让我们

携手为山川披绿衣，为大地添色

彩，为家园增美色，把绿色种在春

天里，让晋中的山更绿、水更清、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国土绿化靓晋中

特色林果促增收

城市添绿更宜居

踏
遍
青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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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荫

多管齐下履“植”责

种下希望 收获未来
□张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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