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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新成效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3年来，通过持续保护和系统修

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东北虎豹等野生

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加。目前，稳定生活在公园内的野生东

北虎豹数量由成立之初的27只和42只左右分别增长至70

只、80只左右，实现了“虎豹增倍”，梅花鹿、野猪、狍等虎豹主

要猎物种群相对丰富度均增长1倍以上。

2 吉林省实现连续44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截至2024年全省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结束，全年无重

大森林火灾。至此，吉林省胜利实现连续44年无重大森林

火灾目标，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吉林省生

态安全。

3 全方位为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

全省共登记古树7.08万株，名木3株。树龄最长的是汪

清林业有限公司荒沟林场的东北红豆杉，树龄已近3000

年。2024年，吉林省开展了古树名木抢救复壮工作，共抢救

复壮濒危衰弱古树19株，使古树得到了有效保护。

4 全省首次监测到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半蹼鹬

“安家”莫莫格湿地

2024年7月，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

展鸟类监测时，首次观测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半蹼鹬在此

繁育后代。

5 吉林省出台国内首个省级层面的全国碳市

场履约风险防控制度

2024年9月，我省印发《吉林省碳市场履约风险防控工作

方案》，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的全国碳市场履约风险防控制

度，旨在建立完善碳市场履约风险防控机制，规范重点排放单

位碳排放权配额清缴，推动碳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6 《吉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2024年3月1日，《吉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正

式实施，标志着吉林省保护野生动物工作进入依法治理新

阶段，这是我省首部关于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填补了该项立法空白。

7 吉林省国有林场改革再上新台阶

我省自国有林场改革以来，扶持欠发达国有林场开展

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重点培育经济林产业示范

基地和林木种苗基地，实施生态养殖项目，发展特色生态旅

游基地。截至2024年底，我省欠发达国有林场实现经济收

入2922.31万元，人均增收6177元。

8 中华秋沙鸭数量较5年前增加一倍多

多年来，我省在中华秋沙鸭等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据统计，在我省繁衍停

歇的中华秋沙鸭已有600多只，是5年前的一倍多。

9 吉林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有“据”可依

2024年，吉林省组织完成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的若干措施》编制工作，围绕加强分区管控、实施高水

平保护、助推高质量发展、健全管理机制和加强组织保障，

对全面落实管控要求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布局。

 吉林省全域已建成各类“无废细胞”824个

我省高度重视“无废城市”建设工作，出台了全国首个

省级《“无废细胞”建设指南（试行）》和首个细化评估标准的

省级“无废城市”成效评估办法。目前全省已建设各类“无

废细胞”824个，推动形成由少到多、由点及面的全域“无废

城市”建设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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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叠翠青山叠翠 万物欢歌万物欢歌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2024年，吉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
实守护高品质生态环境，加快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生态资
源保护工作持续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土绿化再
添新绿。绿水青山更添彩，生态吉林更多彩。

每年有一半的时间，

张九泉都站在位于敦化

市浪柴河林场海拔1000

余米高山上的瞭望塔上，

用眼睛“看火”。进入腊

月，山里的夜间气温已经

达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

站在暸望塔上，寒风会从

脸颊处横扫而过。

吉林东部的富尔河

林区绵延的大山深处，白

雪皑皑。虽然秋防期已

经结束，山里发生火情的

概率很小，但仍需时刻警

惕。53岁的张九泉穿着

厚重的棉大衣，站在瞭望

塔的平台上，视线从右往

左，扫过面前巨大的灰色

山峦。

浪柴河林场是张九

泉和妻子黄秀华生活和

工作的地方。2001年，张

九泉担任了林场林政防

火员，黄秀华担任林场电

台员，至此，两个人用20

余载青春为14236公顷森

林站岗。

“防火期前，我都会

跟老伴儿上塔，对塔身、

防火和瞭望设备进行查看和维护，防火是大事，放

松不得。”张九泉认真地说。浪柴河林场1965年

建场，至今已实现了59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我俩结婚28年，一起守护这里20多年，既是

夫妻，也是战友，我们觉得这份工作很光荣。”52

岁的黄秀华是一名基层电台员，跟丈夫张九泉一

同投身森林防火工作。

林海有声，群山无言。我省森林覆盖率超过

40%，东部山区的森林覆盖率更是超过了85%。正

是许许多多像张九泉夫妻一样的护林员无怨无悔

地守护在森林草原，用他们的辛苦和细心，让这一

片片山林成功实现连续44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

佳绩。

张九泉和黄秀华用坚持和信仰在这座瞭望塔

上，为青山站岗，为绿水放哨，唱出了一曲守护青

山，向绿而行的爱情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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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点，珲春林业局大荒沟林场的巡护员们已经整

理好装备，即将开启新一天的巡山。

于少鹏是林场最年轻的巡护员。2022年考入珲春林

业局，如今，26岁的于少鹏已有两年的巡山经验，足迹遍布

辖区的沟沟坎坎。

嘎吱嘎吱的踩雪声，回荡在山林间。冬日寒风凛冽，行

走于山中更是格外艰难，于少鹏和同事们却早已习惯。“冬

季巡山的主要工作是清理猎套，每个巡护队由5人组成，每

天的巡护里程大约5公里。”于少鹏说。

珲春是东北虎豹向内陆扩散的重要廊道，是东北虎豹

种群数量最多，活动最频繁、最重要的定居和繁育区域。

在远离人烟的大山巡护，巡护员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每

天巡山都是在8点左右出发，这是为了避开虎豹晨昏活动的

时间。我们一队5人，分工明确，有人负责背物资，有人负责

定方位，特别在行进中，前后左右都要仔细观察，一是排除危

险，二是规避野生动物，减少人为干扰。”于少鹏说。

工作两年来，于少鹏除熟练掌握巡护员基本业务技能

外，还主动承担了森林防火、防控疫源疫病，防范外来入侵

物种等工作。有时间他还会值守入山口，警示入山人员注

意安全，非必要不入山。发现虎豹出没频繁区域有人为活

动，他便立刻入山进行劝退。

现在的于少鹏，在山里看到动物残骸和动物的活动迹

象，可以推测出虎豹捕猎的时间；听到鸟儿的鸣叫和翅膀的

震动声，可以推测出鸟的种类和大概数量。

“巡护员工作充满着一般人难以感受到的乐趣，但同

时也充斥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危险。”于少鹏说，希望可以

为家乡吉林的生态保护添砖加瓦，为人与虎豹和谐共生

贡献力量。

一名“新生代”巡护员的热爱与坚守
本报记者 陈沫

隆冬时节，当寒风吹拂着

汪清县大兴沟镇红日村的土

地，村委会院内的那棵老白榆

树却依旧傲然挺立，似一位坚

毅的老者，默默守护着小村。

红日村党支部书记由广成

说，这棵榆树树龄约200年，树

高15米多，上个月刚进行了一

次“健康体检”，现在长势很好。

由广成所说的“健康体

检”，是林业部门为保护古树

名木开展的抢救复壮工作。

树木与人类一样，遵循着

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如何使

其延年益寿，是当前古树保护

研究的重要课题。

2024年，省林业和草原局

对古树名木进行摸排调查，发

现全省共计19株古树存在不

同程度的生长衰弱问题。为

延缓古树衰老，省林业部门聘

请专家对存在问题的古树进

行“把诊问脉”，形成“一树一

策”，做到“防治于未病”。

正是这次摸排调查，让这

棵榆树得以进行一次“健康体

检”。“体检报告”显示，由于土

壤贫瘠、立地环境较差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古树枝叶稀疏，

整体长势衰弱，病虫危害严重。

“给古树做‘健康体检’是进行科学保护的第一

步。通过‘体检报告’复壮是古树保护的最终目的。”汪

清县林业局生态修复科科长洪正日说。

经过专家的综合分析和研究，为这棵榆树制订了

详细的复壮方案：首先，为古树设立大理石保护围

栏，防止古树遭受人畜破坏。其次，进行地上和地下

生长环境改良，并对树体安装支撑架进行加固，排除

安全隐患。

如今，重焕新生的老榆树生机勃发，红日村加强了

对古树的日常巡查和养护，定期对古树进行病虫害防

治、枯枝修剪、施肥等养护，确保古树健康生长。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从“一棵树”

可见一斑，绿美吉林生态建设如今正在深入推进，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提高。今日的吉林，7.08万株古树分布

于白山松水间，成为一张张闪亮的“绿色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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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下，穿行于长春市九台

区波泥河林场的林地中，松枝上的

雪，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偶

有几只麻雀跳跃其间，抖动的树枝簌

簌落下一阵雪雾。

“从贫瘠次生林，到经济效益显

著的经济林，波泥河林场翻天覆地变

化的背后，是林场抢抓机遇，不断深

化改革，推动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说起林场变化，九台区国有林总场副

场长王国志颇有感慨。

波泥河林场始建于1970年，建

场之初因山地、丘陵面积较多，土薄

石厚，造林后往往是“一年青，二年

黄，三年见阎王”。所以，每到造林季

节，林场干部职工和当地群众就一起

栽植、补植树木。

经过几代林业人的奋斗，波泥河

林场已从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今日

的绿地海洋。

“郁郁葱葱的山林带来的经济效

益并不大。”波泥河林场副场长孙潜

智介绍，过去的林地长期处于低产低

效状态，没有增加收入，造成林业资

源的浪费。

穷则思变。从2013年开始，林

场陆续栽植红松果林、大果榛子、黑

果花楸等多种经济林作物，目前，经

济价值初步显现，林场已逐步探索出

一条绿富双赢的发展之路。

林场的再一次蜕变始于4年前。2020年，我省启动创

建现代国有林场试点工作，波泥河林场被确定为全省16个

试点单位之一。几年来，林场基于经济林产业基础，建设林

果产品深加工企业，促进林果产业提质增效。2023年，波

泥河林场又实施了智慧林场建设项目，搭建起森林防火综

合管理系统，实现了森林资源管护现代化。

国有林场不仅要培育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还要探

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拓宽“两山”转化的路径。波

泥河林场正充分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森林资源、便

捷的交通条件，打造生态建设展示馆、景观亭以及休闲文化

区，为开展生态旅游奠定基础。

不仅是波泥河，随着全省国有林场改革的深入推进，现

代国有林场建设如火如荼。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

省欠发达国有林场实现经济收入2922.31万元，人均增收

6177元。

一
个
林
场
﹃
华
丽
转
身
﹄
的
背
后

本
报
记
者

陈
沫

①中华秋沙鸭雏鸭梳理羽毛
②吉林查干湖保护区沿岸造林绿化
③两只半蹼鹬在浅滩中觅食
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风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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