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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蔽日，绿水如蓝。
金秋时节，行走在安庆的大地上，举目望去，林海五彩连绵，绿草如茵铺展，生态湿地变身休闲公园，农田林网成为亮丽风

景，河流道路化作生态廊道，林果苗木形成致富产业……这是五年来，“森林安庆”的精彩演绎。
2014年，我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五年来，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实施省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增绿增

效行动和推深做实林长制改革为抓手，持续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全面构建“一心、两带、三廊、多点”的森林城市空间布
局，同时统筹森林、湿地和政策、资金等要素资源，大力发展高效林业，带动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努力走出一条水清岸绿、生态
富民的绿色发展之路。

崛起的森林之城
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崔小松

晨光熹微中，从家步行约5
分钟，走到马路对面的节点公园
开始晨练，这是家住大观区花亭
新村的何家英和老伴近来的日
常。该节点公园位于黄土坑西
路，今年才建成开放，金秋时
节，公园中的木芙蓉花事正好，
新栽的乌桕，叶子正在变红，开
始进入观叶的最佳时期……公园
虽小，但树木繁多、布局精巧，
颇有看头。

风和日丽的周末，不想出
城，但又想亲近自然，“90”后
姑娘陈群会选择和朋友到康熙河
景观带游憩，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畅享秋日闲暇时光，“河边
有水、有桥、有草坪、绿道，想
骑车、野餐、散步、放风筝都适
宜，我们每次去都会待上半天。”

酷爱徒步的市民方青，也能
在安庆近郊，觅得多条户外穿越
的线路，“我们户外徒步最常走
的就是大龙山森林公园，山不
高，但植被丰富，四季景色皆不
同，充满着野趣。”

…………
2014年以来，我市按照“生

态、精品、效益、魅力”的城市
绿化新战略，以单位庭院为点、
以街道绿化为线、以大型公共绿
地为面，加快推进城区绿化提升
进程。目前已建成公园绿地 16
个，广场、游园35个，街头绿地
170余处，市民出行500米处即有
公共休闲绿地。

安庆城郊还有大型生态旅游
休闲公园，如狮子山森林公园、
大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秦谭湖湿

地公园 （在建）、柘山公园 （在
建） 等 7 处，面积均在 100 公顷
以上。目前安庆市已基本形成了
七核（菱湖风景区、白泽湖生态
园、秦潭湖公园、柘山公园、石
塘湖公园、独秀公园、龙山公园
等七个城市核心公园）一带（新
河及滨江生态景观带）四楔（西
部山体绿楔、大龙山绿楔、长
江－皖江－石门湖水体绿楔、白
泽湖水体绿楔） 多园 （城市公
园、小游园、街头绿地）的“公
园棋布”的格局。

此外，安庆还重点打造城市
主干道、进出口道路和景观大道
的绿化建设，市区街道绿化覆盖
面积达426.29公顷，绿化率达到
100%，城区街道树冠覆盖率达到
30.5%。城区菱湖南路、独秀大

道、振风大道、环城北路等在有
限的绿化带中做到以乔木为骨
干，形成乔、灌、草多层次，常
绿与落叶相结合的多样化复层植
物景观。而且，城市的生态美景
还一直延续到了乡村庭院，全市
已成功创建42个省级森林城镇、
393个省级森林村庄，建成森林
长廊447.93公里。

森林拥抱城市，绿色融入生
活。经过近几年的大力推进，全
市绿量大幅增加，截至 2018 年
底，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9.28%，
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41.0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28
平方米。这是安庆的绿色魅力，
也是“创森”以来取得的实实在
在的成果。安庆市民的幸福指
数，正在浓浓绿意中悄然提升。

水清林绿
尽享生态福祉

在岳西县包家乡鹞落坪村，
贫困户朱帮霞借助家乡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将自家住房改造成
了“驴友驿站”，开门迎客第一年
就赚了十几万元，现在每年毛收
入超过40万元。

在宿松县二郎镇，回乡创业
的吴伍兵用6年时间流转荒山7
万余亩，栽培油茶 454 万株，让
15000 多农户、12500 多户贫困户
因油茶受益，近 6000 人成功脱
贫。而放眼全市，我市油茶种植
面积已达77万亩，鲜果产量22万
吨，茶油年产量4万吨，全市共有
27万贫困群众因油茶产业走上了
脱贫路。

在潜山市水吼镇，来自黑龙
江的王立果流转林地4000余亩，
在林下养殖梅花鹿，年产值可达
5000多万元，今年该基地还被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为国家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

…………
守着绿水青山，也能实现绿

色发展。近年来，我市以森林产
品、森林食品、森林旅游为方向，
调整种植结构，积极向森林经济
转型。重点围绕油茶产业、蓝莓
产业、中药材产业、苗木花卉产
业、森林（湿地）旅游产业等五大
示范工程，推进产业深度融合。

目前，全市油茶基地面积超
过70万亩，拥有茶油加工企业13
家，加工能力超1.6万吨；全市蓝莓
种植面积超4.5万亩，拥有多个蓝
莓加工产品；全市已批准建设9个
森林公园，5处自然保护区，6处湿
地公园，2018年全域森林旅游康
养人数达到2000万人次，全域森
林旅游康养收入达到112亿元。

2018 年，我市林业总产值达
400.19亿元，林业基地及产业发展
带动 42.6 万户群众受益，户均年
增收2600元以上。记者从市林业

局了解到，自2014年以来，我市无
论是林业总产值，还是年均产值
增幅均位居在全省前列。而这也
得益于林长制的实施。

2017 年，我市在全省率先探
索推行林长制，围绕“护绿、增绿、
用绿、管绿、活绿”，放大“创森”效
应，唱出了绿色发展一出“好戏”。

在太湖县晋熙镇天台村，往
昔漫山遍野的芭茅已不见踪迹，
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毛竹、油茶
等经果林。

在宜秀区大龙山林场，围绕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近年
来已完成人工造林 1451亩，青山
白化专项治理造林550亩，森林抚
育12348亩。“现在来这里的游客
特别多，截至目前游客量达10万
人次，今年预计有15万人次，也带
动了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大龙
山林场公园办副主任徐宏广说。

在桐城市，206国道绿色长廊

建设已带动该市苗木产业实现销
售额 1.3亿元，吸纳750余名林农
务工增收，其中带动267户贫困户
户均增收1.1万元。桐城市在道路
绿色长廊建设过程中，创新引入
市场化机制，撬动民间资本参与
道路绿色长廊的建设、管护和运
营，把“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有机统一，较好实现了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

目前，全市30万亩芭茅山已
改造24.5万亩，“青山白化”整治
超过2000亩，桐城市公路绿色长
廊试点示范经验正在向全市推广
……

森林城市建设，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接下来，我市仍将以推
深做实林长制改革为抓手，持续
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全力描绘
水清岸绿、生态富民的高质量发
展画卷。

绿色发展
收获创森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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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合力构建现代农村流通服
务网络。上下联动，坚持“政府主导、
经贸主建、供销主营”模式，引进专业
人才、购买公益岗位发展电商网络服
务终端，市县共同打造电商支撑的现
代农村流通服务网络体系。借力转
型。将老旧商场、门店、仓储等改造
成集展示体验、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
代农村流通服务网点7600余个，实现
供销社经营服务网点在重点乡村全
覆盖。内联外引。10多家企业采取

“公司+基地+村集体+农户”模式，通过
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方式，带动种养
大户等经营主体集约化经营、产业化
聚集、规模化生产。市社参股企业绿
福股份与中国水稻研究所等合作，建
成生物质循环利用基地和研发中心，
设立安农大博士工作站，已取得22
项发明专利，并跻身省著名商标，被
授予省高新技术培育企业。 供 销

我市合力构建
现代农村流通服务网络

市民政局力推全国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标准化，明确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标准和服务规
范，规范基本养老服务项目内容，确定
26项服务可免费享受或由政府购买
的，对低收入老年人逐步实现8大类
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信息化，建成
市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开通“12349”养
老公益服务热线，提供各类服务28万
次。探索“物联网+养老”，为市区
2310 名特困老年人等配备智能设
备。社会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
服务，全市社会办养老机构达35家、
床位8180张，50%公办养老机构实现
社会化运营，社会资本运营床位数占
比超70%。宜秀区“贴心之家”农村
居家养老服务连锁运营被国家发展
改革委、民政部列为典型案例。多元
化，发展居家医养，全市65岁以上老
年人健康管理率超70%。探索生态
康养，岳西县大健康产业年产值超60
亿元。实施智慧精养，建成全省首个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园。 民 政

市民政局
力推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10月25日上午9点多，迎江
区长风乡高松村烟墩山半山腰
上，78岁的王良明正在进行清障
工作。一把镰刀、一把砍刀、一
双胶皮手套，十多分钟，一片约
4个平方米的茅草便清除完毕。

“早上 7：30 就上山，每天
要干8个小时。”王良明说，茅
草清除容易一些，但是遇到杂树
皮树，就费时间，清理四五个平
方米至少要半个多小时。

在王良明的周围，还有四五
名清障的村民，他们手起力落，
一会就清出一大片。

烟墩山是长风乡高松村面积
较大的山头，坡度大，坟墓集
中。未清障时，整山都是茅草杂

树，由于平时很少有人踏入，落
叶铺满整个山头，一脚踩下去

“沙沙”响。
“今年天气干燥，7月份以来

都没有有效的降雨，山上落叶
多、杂树多，有一点火星，都有
可能引起火情。”高松村组织委
员姜小辉告诉记者，清障是目前
森林防火的主要内容，目前，全
村组织了近70人，开展清障工
作，力争月底全部完成。

在清障工作的同时，宣传、
巡查、值守一样不少。

在柘石村路口，长风乡农委
工作人员李翔已经值守 1 个多
月。刚到长风乡的他第二天便穿
起了防火工作服、戴起红袖章，
当起了森林防火宣传员，普及森
林防火小知识。

在潮家山山脚下，长风乡文
化站站长陆克友正在巡逻，一方
面不让村民带明火上山，一方面
观察山上情况，走一圈要1个多
小时。“天气干，山上落叶多，
容易发生自燃，我们守在山脚，
发现火情可及时发现及时处
理。”陆克友说。

柘石村村委会副主任何宏菊
早上8点不到就开始在村内各个
山头之间巡查，而这样的巡查每

天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1
点。“森林防火工作非同小可，
晚上更不能掉以轻心，更要严防
死守。”何宏菊说。

“通过不断宣传，我们也有了
防火意识，更要从自我做起，支持
这项工作。”高松村富冲组村民潮
龙来告诉记者，“我平时在路口也
注意观察，帮防火员宣传防火。”

乡镇、村、村民，各级联
动，长风乡拉起一道森林防火网。

记者在长风乡森林防火指挥
部了解到，全乡各主要进山口已
悬挂、设立防火宣传横幅和宣传
牌；已设立森林防火宣传点3处，
2辆宣传车和10个手提式音响不间
断宣传普及相关防火条例和知
识；过滤式防毒面具、风力灭火
机、油锯、灭火拖把、灭火弹等
物资已备齐，保证防火物资充足。

此外，对于长风乡防火重点
的高松村和柘石村，乡机关、高
松、柘石建立每天由领导24小
时带班值守制度；已成立两只50
人的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每天
乡、村两级有89名巡守人员在
森林防火核心区域的11个山头巡
查值守；两村先后安排150人次
开展枯草枯树清障工作，将森林
防火隐患降低到最小限度。

森林防火进行时
记者 常 艳 通讯员 代 璐

迎江区强力整治黄赌乱点问题
营造和谐环境。明确整治重点，印
发《黄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成立打击黄赌工作专班，
将3个派出所辖区、23个场所列为
涉黄问题重点整治辖区、重点整治场
所，对黄赌场所整治逐一明确责任
人。开展全面清查，先后开展9次“清
风”集中统一清查、4次平安攻坚集中
统一行动和2次铲除黄赌“秋风”行
动，清查涉黄涉赌场所3000余家次，
查处黄赌窝点25处，抓获涉黄网上逃
犯3人、黄赌违法犯罪226人。突出
整治实效，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实行重点黄赌刑事案件专班攻坚，累
计查处黄赌行政案件59起，行政处
罚191人，立刑事案件5起，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12人。 迎 江

迎江
整治黄赌乱点问题

锐新闻锐新闻

潜山市建好扶贫驿站圆梦贫困户
就业。目前该市已建成扶贫驿站35
家、在建5家，吸纳就业人员990人。
建设上修旧利废。明确“改扩建为主、
新建为辅”，充分利用空置企业厂房、
校舍、店铺等闲置资产开展扶贫驿站
建设，实现“腾笼换鸟”，不增加村级负
担。项目上因地制宜，坚持“围绕产
业、一村一品、因地制宜”原则，结合镇
村产业基础、群众技能特长，对接落地
群众参与有基础、产销渠道稳定的项
目。运营上就利就便，依托村级电商
服务站、“供销e家”，建设扶贫驿站电
商服务中心。依托镇村为民服务中
心、村级党员活动室等开展技能培训，
确保扶贫驿站良性运营。政策上精准
叠加，对与扶贫驿站签订劳务协议的
贫困户，视情给予就业资金补助、用人
单位补贴、贷款优惠等政策。潜 办

潜山
建好扶贫驿站

7 月以来，安庆降雨量
偏少，不少河塘干涸。由于
降水少，天气干燥，因此，9
月 20 日便提前进入森林防
火禁火期。迎江区长风乡
高松村、柘石村属丘陵地
带，林地面积达730亩，自进
入森林防火禁火期以来，长
风乡清障、巡守、宣传……
拉开了森林防火防线。

由于近期持续干旱少雨，为了进一步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自10
月份开始，岳西县店前镇采取出动森林防火巡回宣传车扎实开展森
林防火宣传工作。同时组织各村护林员和应急队员认真开展森林防
火巡查，在进入山林的重要路口、重点部位设立检查宣传哨卡，消除
隐患，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通讯员 王云志 摄

10月25日，怀宁县秀山乡森林防火队员在巡查山场。进入
6月份以来，怀宁县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森林防火形势十分严
峻，该县严阵以待，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注重火情监测，确保
森林防火安全。 通讯员 檀志扬 钱 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