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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辉南

县7.75万公顷的林地之上，198名三级林

长化身“绿色管家”，用责任网格织密守护

屏障，以智慧平台重塑管理范式，借产业融

合之力激活生态价值，实现了从“守护山

林”到“经营生态”的角色转变。

这场始于山林的制度创新，正为县域

绿色发展解锁新的可能。

责任体系重构

从碎片化管理到立体化守护

林长制的核心价值在于将抽象的生

态责任转化为可追溯、可考核的具体坐

标。辉南县构建的县乡村三级林长体系，

以“党政同责、全域覆盖”为原则，让每一

片林地都有了明确的“管家”。

县级林长统筹规划，乡级林长落实

执行，村级林长一线巡查，203个管护网

格如同精密的神经末梢，将7.75万公顷

林地纳入立体化监管。这种“山有人管、

林有人护、责有人担”的机制，彻底扭转

了过去“多头管理却无人负责”的困境，

仅2022年以来，涉林违法案件便同比下

降 47%，森林防火实现连续 44年无重大

事故。

多元协同机制的创新，更让生态保护

突破了单一部门的局

限。“林长+警长”实现了

13个乡镇“一林一警”全

覆盖，涉林案件查处效率

提升60%；“林长+检察长”

机制中，特邀检察官助理

孙立平深度参与案件办

理，推动公益诉讼与行政

监管无缝衔接；19个成员

部门的联络员制度，让林

业、财政、公安等部门在资

源调配、资金保障、执法联动中形成合力。

而“民间林长”的加入，则构建起社会监督

的新维度——正如《中国绿色时报》报道的

那样，这些来自基层的社会监督员，用“看

得见的眼睛”填补了政府监管的盲区，让林

长制从“官方主导”升级为“全民共治”。

科技赋能增效

从人力巡护到智慧监管

在辉南县林长制指挥中心，智慧管理

平台正在重塑护林范式。LED大屏幕实时

跳动着森林资源数据，123棵古树的生长

状态、100公顷湿地的修复进度、203名护

林员的巡护轨迹一目了然。这套集遥感监

测、数据管理、应急指挥于一体的系统，让

全县林地实现“一张图”管理。卫星遥感技

术自动识别森林资源变化图斑，智能终端

实时回传现场影像，AI 算法精准分析火险

隐患，将传统护林的“事后处置”转变为“事

前预防”。在2023年国家森林督查中，辉

南县违法图斑数量较往年下降62%，科技

赋能的成效可见一斑。

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更体现在制

度执行的每个环节。《辉南县林长制“五化”

工作手册》的编制，将巡林频次、问题处置、

考核细则等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年度

1824次的三级林长巡林记录，不仅破解了

秸秆离田、林粮间作等老大难问题，更通过

“清单化”督办让责任落实有迹可循。当护

林员在清收林地发现毁林复耕苗头时，只

需通过手机APP一键上报，系统便会自动

触发执法流程——这种“科技+制度”的双

轮驱动，让森林资源保护真正实现了“耳聪

目明、反应灵敏”。

产业融合破题

从生态保护到价值创造

在辉南镇义合村，千亩红松果林正

迎来丰收。这片曾因过度开垦而退化

的林地，在“林长+林业产业链长”机

制下重获新生：县级林长牵头引进红松

培育技术，村级林长协调清收林地1605

亩，村民赵晓龙的蓝莓基地毗邻而建，

形成“树上采松塔、树下摘蓝莓”的立

体经济模式。更具药用价值的林下山

参种植，则在长安村、永兴村等地形成

规模——长安村玉泉沟社的千亩龙丰

果林基地地下，五年生野山参已进入管

护期；永兴村的万亩红松林下，党参、蒲

公英等中药材与松针腐殖土形成良性

共生系统。

这种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开发深度融

合的实践，在辉南县形成了鲜明的“四

大示范基地”：红松经济林、山核桃、林下

山参、森林旅游康养，2022—2024年，累

计完成冠下造林5647公顷，中药材种植

面积突破1180公顷，林业产业总产值突

破42.8亿元。

更具突破性的是林长制激活了农村

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辉南镇通过

发包清收林地，近十年增加集体收入

2000余万元，闫方龙的“老味道”家庭农

场在林下套种人参、百合等中药材；毕玉

伟的林下野菜种植基地同步培育刺老

芽、红菇娘等药食同源植物；王春祥的平

欧榛子合作社在榛子林间试种黄芪、苍

术，形成“一林多产”的复合经济。全

县已建成中药材示范基地 5处，林下参

培育面积达2500公顷，2024 年中药材产

值同比增长 65%，成为林业产业新的增

长极。

数据显示，全县203名护林员中，有

37人同时成为林业产业的带头人，这种

“护林员变致富带头人”的身份转变，正

是生态价值转化的生动注脚。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依托林长制，产业融合激活生态价值，辉南县实现了从“守

护山林”到“经营生态”的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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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文礼 记者毕玮琳）产业兴则乡

村兴，经济强则百业强。2025年，柳河县圣水镇

立足区位、资源和气候优势，以特色产业改革攻

坚为强大引擎，全力筑牢乡村振兴的经济根基，

奏响了一曲激昂奋进的产业发展乐章，一幅产

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新画卷正在这片土地

上徐徐展开。

在圣水镇，产业规模的扩张是发展的强劲

动力。康圣源牧业有限公司、吉祥牧业有限公

司等龙头企业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与支持下，积

极拓展产业版图。上半年，一座承载着全镇发

展希望的标准化养殖厂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

中。建成后，预计可提供约50个就业岗位，不

仅能推动畜禽养殖产业迈向新高度，更为当地

百姓拓宽了就业增收的渠道，让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鼓起“钱袋子”。

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圣水镇产业发展

的又一关键举措。镇村积极探索，逐步构建起

由村集体牵头、农民广泛参与的特色产业运营

模式。如今，花卉大棚里五彩斑斓，草莓柿子透

枝头，小杂粮随风摇曳，爆裂玉米等待丰收，地

瓜也在土里积攒糖分。这些特色产业不仅鼓起

了村集体的“钱袋子”，也让农户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大家携手走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致富

之路。就像大堡子村，在发展花卉种植时，村委

会整合土地资源，搭建起2万平方米的花卉种

植大棚，组织农户外出学习技术，还聘请专业

人员现场指导，如今大棚花卉种植技术成熟，

产品畅销各地，带动了村民增收。

此外，圣水镇还深挖林下人参种植资源与

文化底蕴，精心布局康养旅游项目。2025年，结合县“四个百亿

级”产业项目，积极探索人参在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等领

域的研发，全力推进人参的多元化、高值化开发。让人参摇身一

变，成为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不仅提升了产业附加值，还进一

步打响了圣水镇的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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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近日，长春市双

阳区齐家镇管家村的6米拱棚香瓜迎来丰

收季。新鲜香甜的香瓜吸引了众多瓜商前

来采购，为当地村民带来致富新希望。

今年，管家村村民张哲铭和两个朋

友作出了大胆尝试，投入100万元，承包

了7.8万平方米土地，栽下14万株瓜苗，

发展香瓜种植产业。有着20多年水稻种

植经验的张哲铭，经过多年考察，敏锐捕

捉到香瓜产业的潜力，毅然转型。

在种植过程中，依托技术人员的丰

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张哲铭率领团队在

双阳区香瓜种植产业中率先应用6米拱

棚种植模式。通过科学调控棚内温湿

度，有效抵御风雨、冰雹等恶劣天气，为

香瓜生长营造了稳定环境。同时，他们

还结合哈密瓜嫁接防重茬技术，在保证

香瓜原有口感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果

实品质与产量，使管家村香瓜从种植源

头就具备了市场竞争力。

走进绿意盎然的香瓜拱棚内，工人

们正将圆润饱满的香瓜小心翼翼地采摘

装桶。棚外，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丰收的

喜悦洋溢其间。凭借创新种植模式与精

细化管理，这里的香瓜一开园便成了市

场上的“抢手货”。来自长春、吉林等周

边地区的瓜商闻“香”而来，他们一边查

验品质，一边夸赞不止。

值得一提的是，张哲铭的香瓜产业

不仅是个人创业致富的生动实践，更成

为带动村民增收的“引擎”。目前，共雇

佣20名村民，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收入来

源。在香瓜种植、管护、采收的农忙时

节，临时用工可达100余人，有效吸纳了

周边村屯的闲置劳动力。

如今，齐家镇香瓜种植规模已达

501.7亩，今年新增种植面积212亩，带

动30余户村民投身这份“甜蜜事业”。

瓜香四溢富乡亲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连日来，敦化市天气晴朗炎热，白天最高

气温达到35℃摄氏度，但敦化市大川水库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却机

械轰鸣、工程车辆来回穿梭不停，施工人员正头顶炎炎烈日，冒着

酷暑挥汗如雨地进行“输水洞”进口场施工作业，工地现场呈现出

一派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沸腾场面。

“为了保证施工进度，我们克服天气炎热、作业区石头裂隙大

等不利因素，集中了8台大型机械设备，每天早晨6时开始作业至

晚间18时收工，组织人员全力进行抢期施工作业，力争20天左右

完成输水洞进口区施工作业任务。”近日，中铁一局大川枢纽水利

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陈世鹏介绍。

敦化市大川水库枢纽工程是我省今年重点水利项目之一，该

工程位于敦化市黄泥河镇境内，是一座以城镇供水为主，兼顾防

洪、灌溉的中型水利枢纽工程，工程主要建筑物由大坝、溢洪道、输

水洞、供水管线等组成，工程总投资6.34亿元，建设工期为31个

月，工程规模为中型，总库容为1137 万立方米。该项目建成并投

入使用后，将有效解决敦化市黄泥河镇区4.67万群众生活用水和

下游50多公顷农业用水的需求，保障下游大砬子村670余名村民

的防洪安全。

目前，敦化市大川水库枢纽工程已进入沥青心墙土石坝基础

盖板工程和输水洞进口工程环节，全部工程建设将于2027年1月

30日完成。

战酷暑 施工忙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日，记者走进

农安县哈拉海镇，只见成片的大蒜长势正

旺，嫩绿的植株铺满田地，远远望去就像

一大片绿毯，传递着丰收的希望，也为哈

拉海镇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近年来，哈拉海镇充分利用“三辣”

产业优势，不断扩大“三辣”种植面积，并

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产业发展。在该镇

程家坨子村的一处“三辣”种植基地，放

眼望去，绿油油的大蒜紧密排列，在阳光

的照耀下，叶片闪烁着健康的光泽，每一

株都显得格外茁壮。

待到立秋临近，农安县哈拉海镇的

“三辣”产业将迎来收获季节，这一片片

充满希望的田野，不仅承载着农户们对

丰收的期盼，更成为推动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的强劲动力。

哈拉海“三辣”长势旺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日前，安图县新合乡曙光村迎来了一支

由40余辆房车组成的队伍，100余名房车露营爱好者被山水间的

清凉气候与呦呦鹿鸣吸引，在此“安营扎寨”，共享凉爽舒适的夏季

生活。

一辆辆房车停放整齐，帐篷下桌椅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野花

点缀其间，构成一方温馨的户外天地。天南地北跨越省市而来的旅

行者，清晨在乡间小路散步，午后在房车旁品茶观山，夜晚观星听风

雨，尽享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与热闹的景区不同，这里主打原生

态，把车停进山里，呼吸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游客走进鹿园，与梅花鹿互动合影，进行割鹿茸等沉浸式体验

活动。“鹿茸每年自然更替，合理采收不仅不会伤害鹿群，还能避免

它们互相顶撞受伤。”饲养员向游客解释说。

据了解，养殖场现有梅花鹿200余头，游客驻扎3天，销售鹿产

品共计2万余元。鹿园负责人用当地食材烹饪全鹿宴与农家菜，

让游客品尝地道的山间风味。此次大规模房车露营活动，是新合

乡探索“房车+”模式的生动实践。

下一步，安图县新合乡将继续探索“鹿主题露营地”“蒲公英主

题露营地”，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开着房车去乡野

▲辉南县借林长制推力，龙丰果基
地精心培育出勃勃生机。

自推行林长制以来，辉南县以林长网格、智管融合激活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

辉南县已建成中药材示范基地5处，林下参培育面
积达2500公顷，2024年中药材产值同比增长65%，成为
林业产业新的增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