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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開局的2016年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視察時指
出，保護好三峽庫區和長江母親河，事關重慶長遠發展，事關國家發
展全局。要建設長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推動城鄉自然資本加快增
值，使重慶成為山清水秀美麗之地。

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時再次指
出，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支撐。推動
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走生態優先、綠色發
展之路，使綠水青山產生巨大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使母
親河永葆生機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長江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是我國重要的生
態寶庫。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
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要把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作
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項目的優先選項，實施好長江防護林體系建
設、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區石漠化治理、退耕還林還草、水土保持、河
湖和濕地生態保護修復等工程，增強水源涵養、水土保持等生態功
能。要用改革創新的辦法抓長江生態保護。要把長江經濟帶建設成為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範帶、創新驅動帶、協調發展帶。

文 韓毅

林業是是個充滿風險的 「露天」產
業，森林受自然氣候條件影響很大，森林
火災、森林病蟲害等災害時有發生，很容
易因自然災害遭受巨大損失，保障其穩定
和發展至關重要。

重慶開始探索為公益林和商品林購買
森林保險。遵循 「政府引導，市場主導，
自主自願」的原則，險種主要為綜合險，
保險責任包括森林病蟲害、森林火災和其
他自然災害等造成的直接損失。

此類保險以畝為投保單位，公益林每
畝保險金額500元，保險費率為2‰，即每
畝1元；商品林每畝保險金額600元，保險
費率4‰，即每畝2.4元。各級財政對林企
林農給予保費補貼，其中，公益林的保費
由各級政府全額承擔，商品林保費由中央

財政補貼30%，市級財政補貼25%，區縣財
政補貼15%，林企林農自行承擔30%。

「有了保險賠付的錢，我很快又能恢
復這片林子了。」石柱張姓農民舒了口氣
說。日前，石柱縣大歇鎮大歇村、高揚村、
雙壩村、黃山村共計1000多畝公益林，因大
風受損。然而，不到一個月時間，當地林農
就收到了40餘萬元的保險賠付。

據統計，截至2015年底，重慶為5100
萬畝森林購買了 「森林保險」，實現了區
縣和全市公益林全覆蓋。針對商品林尚未
全覆蓋的現狀，重慶市林業局表示，今年
將通過更新保險品種、降低林農自付部分
費用、提高保險額度等方式，進一步推廣
「森林保險」，讓更多森林擁有一份可靠

的保障。

長江全長6300公里，流經中國11個省
市，這個區域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產
業規模較大和城市體系較為完整的長江流
域，正在崛起的長江經濟帶涉及的人口和
產值均超過全國的40%。

長江經經濟帶與 「一帶一路」、京津
冀協同發展戰略一起共同構成當今中國三
大發展戰略，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
慶，就處在 「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
「Y」字型的聯節點上。

習近平的重慶之行，不僅意味着長江
經濟帶這個 「國字號工程」進入了全面推
進之年，也意味着長江生態屏障建設也將
步入新階段。

在重慶，習近平特別發出了 「崇尚創
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
進共享」的發展實踐動員令。他強調，長
江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是我國重要的生

態寶庫。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要
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同時，要把實施
重大生態修復工程作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
展項目的優先選項。

長江生態屏障架構浮出
新的發展理念就是指揮棒， 「立足當

前與着眼長遠相統一，目標導向與問題導
向相統一，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統一，
發展速度與質量效益相統一，轉方式、調
結構、促創新與穩增長、惠民生、防風險
相統一」，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對重慶發
展有了新考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幾年是重慶林業快
速發展的重要時期，林地面積、森林面
積、森林覆蓋率、林木蓄積量、林業總產
值實現了 「五個增長」。全市森林覆蓋率

達到45%，活立木蓄積量達到1.98億立方
米。

重慶市林業局局長吳亞介紹，近年
來，重慶林業落實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
略，堅守 「五個決不能」底線，強化生態
環境保護，劃定林地、森林和濕地三條
「紅線」，並將其落實到具體的山頭地

塊，基本形成了以自然保護區、森林公
園、濕地公園、山體屏障等為骨架的生態
保護管理體系。

目前，重慶共建立林業自然保護區53
個 ， 總 面 積 1183 萬 畝 ， 佔 幅 員 面 積 的
9.57%；濕地保護面積111.7萬畝，保護率
達35.95%；累計建成市級以上森林公園88
個，90%以上的重要生態系統都得到了有
效保護。

重慶市林業科學研究院監測，重慶的
森林空氣負氧離子平均含量2015年達到每
立方厘米980個，其中江津四面山自然保
護區、巫溪紅池壩國家森林公園、萬盛黑
山谷國家森林公園、城口大巴山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等地的空氣負氧離子含量長期處
於較高水平，均在每立方厘米1700─2200
個之間。

按照森林生態服務功能評價標準測
算，重慶森林生態系統僅固碳釋氧、涵養
水源、保育土壤、淨化大氣環境、積累營
養物質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等6項生態服務年
價值已超過3000億元。

生態質量的明顯改善，推動了森林旅
遊的蓬勃發展，僅2015年重慶森林旅遊人數
達到6400萬人（次）。

在重慶林業 「十三五」規劃中，重慶
的森林覆蓋率將提高到46%，全市林地面積
不低於6300萬畝，森林面積不低於5600萬
畝，活立木蓄積量達到2.4億立方米，建成
以 「兩圈三帶四區多廊多片」為骨架的長
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即：構建縉雲山、
中梁山、銅鑼山、明月山 「主城四山」和
大巴山、華鎣山、七曜山、大婁山 「四大
山脈」兩大自然山體生態屏障圈，建設長
江、嘉陵江、烏江 「三大水系」生態涵養

帶，加強重要水源涵養區、石漠化治理
區、水土保持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四大重
要生態區域的生態修復，建設以高速公路
和國省道為主體的多條森林生態走廊，以
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為基礎
建設生態示範片區。

整體統籌「五大體系」
重慶市長黃奇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

告中提出， 「十三五」重慶將實施新一輪
退耕還林工程和天然林保護工程，加大森
林、林地、濕地等生態系統保護，推進土
壤及生態系統修復，建設長江上游重要生
態屏障。

重慶林業生態建設整體統籌規劃為
「五大體系」，即森林資源保護體系、生

態系統修復體系、生態經濟體系、生態文
化體系和生態服務體系，開啟了一次從量
的積累到質的提升的轉變。

以林業森林資源保護體系構建為例，
重慶圍繞 「大保護」目標，明確各類林業
生態用地保護界線和管控要求，對都市功
能核心區、都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
區及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渝東南生態
保護發展區內的林地、森林、濕地進行分
級分類管理，劃定各區域保護重點，規範
森林、林木、林地和木材採伐運輸等管
理，完善市級、縣級森林資源監測中心
（站），形成國家、市、縣、定點四級森
林資源監測體系。同時，構建完善的生物
多樣性保護網絡，強化預防森林火災、森
林病蟲害的防控體系建設，加大資源保護
力度。

一個保護體系就是一個多層級多維度
的立體化網格系統，五個體系涵蓋林業生
態保護、修復、服務、富民與文化，將林
業生態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
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形成
一個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的有機統一體。

三大生態修復工程優先開啟
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

置，今年重慶將重點實施森林生態系統修
復、濕地生態系統修復、森林經營等三大
工程。

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重慶通
過生態修復，森林覆蓋率年均提升一個多
百分點，完成營造林1885萬畝，超過國家下
達任務。其中，在渝東北、渝東南地區重
點布局退耕還林任務，累計完成退耕還林
工程260多萬畝、鞏固退耕還林成果林業專
項工程任務340多萬畝；新建生態公益林180
多萬畝；完成石漠化治理工程營造林109.5
萬畝；完成長江兩岸造林334萬畝，長江兩
岸森林覆蓋率達到49%；基本實現沿江兩岸
綠化全覆蓋，對入庫泥沙進行有效攔截，
涵養了水源，形成濱江生態阻隔帶、中山
產業林帶、高山防護林帶的 「三帶」格
局， 「一江碧水，兩岸青山」的景象已在
庫區初顯。

今年啟動的森林生態修復工程，依託
新一輪退耕還林工程、天然林二期保護工
程、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庫區生態屏障
建設工程等國家林業重點工程，重點改善
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渝東南生態保護
發展區生態環境，提高森林資源總量，構
建完善的森林生態屏障以護佑一庫碧水，
保障三峽生態安全。

濕地生態修復工程將以三峽庫區濕地
保護、治理和恢復為重點，擴大濕地面
積，增強濕地功能，探索濕地生態功能逐
步恢復和濕地高效利用方式。實施生物污
染治理示範工程、隔離帶建設，植被恢復
等。同時在三峽庫區將開展濕地生態效益
補償試點，並進行濕地可持續利用示範區
建設。

對於森林經營工程，重慶將結合國家
退化林分改造、長江防護林體系三期工程
建設及森林撫育項目，加強現有森林的撫
育管護和綜合改造，不斷提高林地生產
力，全面提升林分質量，積極構建穩定的
森林生態系統，實施森林經營500萬畝。

森林保險
為5100萬畝森林護航

▼一江碧水，兩岸青山

▼武隆成為全國首批森林旅遊示範縣

▲鳥中大熊貓—中華秋沙鴨
連續5年來重慶過冬

▲酉陽縣石漠化治理種植花椒▲開縣漢豐湖濕地 ▲梁平縣留守婦女積極參與竹
產業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