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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推行林长制是维护我国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有效和长久实施手段。 常州钟楼区已全面推行林长制

并制定了 ４ 项制度和空间方案，该文全面梳理了钟楼区推行林长制的目标、任务、组织体系、制度机制及考核机制

等，重点工作为优化林地布局、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加强森林资源管护、改善生态环境、聚焦重点工程、优化林业产

业结构、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推动政府职能社会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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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和草原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主要组成部分，
对维系国家生态系统平衡、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起

到重要战略性推动作用［１］。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森林法》
提出“地方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域森林资源保护

发展的实际需求，构建长久的林长制度”。 同时，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行林长制”。 因此，推行

林长制是基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建立的，是保护

我国森林草地资源的有效和长久实施手段［２］。 林

长制责任主体是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担任林长，目
标是建立属地负责、党政同责、部门协同、源头治

理、全域覆盖的长效责任制体系。 全面推行林长

制，对提升林业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压实地

方生态保护责任、实现林业事业健康发展、解决制

约林业高质量发展瓶颈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常州钟楼区地处平原，区域内无丘陵，无天然

林分，现存植被以乡村农田林网和村庄绿化以及城

市绿化为主，林地草地湿地资源严重不足，林地增

量发展难以为继。 钟楼区有较多产生污染的企业，
农村人居环境较差，河湖环境缺乏整治，绿地建设

不足。 区内生态资源不足，林地布局不合理。 无自

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区，林地资源匮乏。 依据第 ２
次、第 ３ 次国土调查数据，在过去的１０ ａ中很多林地

草地湿地园地大量流失，已变更为建设用地和耕

地。 林木种苗市场监管体系不健全，林木种质资源

保存和良种苗木繁育管理现状混乱。 林业专项资

金投入渠道窄，经费落实困难。 林业工作繁重，专
职人员严重不足，缺乏专业人才队伍。 专业护林员

制度未真正落实到位。
常州林长制自 ２０２１ 年开始部署，２０２２ 年全面

推行。 钟楼区地处中心城区，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颁布《关
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印发钟楼

区林长制的会议制度、巡林制度、督察制度、信息报

送和公开制度等，在市级林长制工作计划要求下，
从实际出发制定了 ２０２２ 年钟楼区工作计划。

１　 全面推行林长制

１ １　 明确总体目标任务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常州市钟楼区制定并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 根据常州市

“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行林长制主要指标（见表 １），
“十四五”期间，钟楼区全面实施林业增绿增效行动

计划，拟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２０ ｈｍ２，抚育森林 １３４
ｈｍ２ 次（见表 ２）。 钟楼区按照“明确目标，落实责

任，长效监管，严格考核”的要求，建立健全林长制

管理制度，强化林业生态资源管理，提升林业生态

资源质量，提高科学利用水平，实现森林等资源“一
增，二保，三防”目标，促进全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

境协调发展。
１ ２　 构建组织体系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底之前，钟楼区组建了由区、镇
（街道）、村（社区）等构建的系统，明确了“责任明

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生态系统保

护原则，为实现林业资源永续利用、建设更美丽更

富裕更文明钟楼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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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常州市“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行林长制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常州市 天宁区 钟楼区 新北区 武进区 金坛区 溧阳市 经开区

１ 林木覆盖率 ／ ％ ２６ ７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１８ ９ ２６ ４ ２７ ９ ３１ ８ 不低于省定
市定标准

２ 造林绿化面积 ／ ｈｍ２ ３ ３３３ ４７ ２０ ２００ ９３４ １ ０００ １ ０６７ ６７
３ 森林抚育 ／ ｈｍ２ 次 １３ ３３３ ２００ １３４ ６６７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３３３

４
自然保护地面积占
陆 域 国 土 面 积
比例 ／ ％

不低于 ４ ３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１ ６ １０ １２ ４ ９３ 不低于省定
市定标准

５ 退化湿地修复 ／ ｈｍ２ ３３３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３ ３

６ 自然湿地保护率 ／ ％ ６０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不低于省定市
定标准

５８ ５５ ７９ ５９ 不低于省定
市定标准

７ 建设 提 升 绿 美 村
庄 ／ 个 １２０ ５ ５ １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８

８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
成灾控制率 ／ ％ １ ６ 以下 ０ ５ 以下 ０ ５ 以下 ０ ８ 以下 ０ ８ 以下 １ ５ 以下 ２ ２ 以下 ０ ５ 以下

９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
害防治率 ／ ％ ８８ ８８ ８８ ８８ ８８ ８８ ８８ ８８

１０ 森林 火 灾 受 害 控
制率 ／ ‰ ０ ３ 以下 ０ ３ 以下 ０ ３ 以下 ０ ３ 以下 ０ ３ 以下 ０ ３ 以下 ０ ３ 以下 ０ ３ 以下

１１ 古树 名 木 挂 牌 保
护率 ／ ％ ９８ ９８ ９８ ９８ ９８ ９８ ９８ ９８

　 　

　 　 （１）根据层级来设置林长制体系。 区级单位设

置总林长，由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兼任；设立副总林

长，主要由区政府分管的副区长来兼任；镇（街道）
级林长、村（社区）级林长由主要分管的同志担任。
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一共 ３ 个层级的林长

制体系。
（２）构建区级林长制工作小组。 为了能够高效

辅助区级林长进行各项工作，确保有效地将森林资

源保护工作落实和执行下去。 在区级部门构建“钟
楼区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架构见图 １。 其小

组组长主要由区委、区政府的领导担任，副组长是

区政府的分管副区长来担任，同时区委办公室、区
政府办公室的分管领导，司法局、财政局、民政局、
人社局、农业农村局、应急局、统计局、公安分局等

领导作为小组主要成员。 镇（街道）、村（社区）落实

做好网格化管理。

表 ２　 钟楼区造林绿化及森林抚育任务分配情况

乡镇 造林绿化面积 ／ ｈｍ２ 森林抚育 ／ （ｈｍ２ 次）
邹区镇 １６ ６７ １２０
新闸街道 １ ００ ４
北港街道 ０ ６７ ２ ６６
西林街道 １ ００ ４ ００
五星街道 ０ ３３ １ ３３
永红街道 ０ ３３ １ ３３
荷花池街道 ０ ０
南大街街道 ０ ０
合计 ２０ １３３

１ ３　 健全制度机制

为林长制持续规范运行，构建了林长制制度体

系。 建立钟楼区林长制区级会议制度，以规范林长

制工作议事程序，保障林长制工作有序开展；建立

钟楼区林长巡林制度，以规范各级林长对其责任区

域森林资源的巡查检查，督促指导做好林长制各项

工作；建立钟楼区林长制区级督查制度，以强化林

长制工作落实，掌握督促各乡镇林长制工作进展

情况。
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林长制具体工作实施内容，

以确保各项制度规范，对相关信息予以透明化管理

和公示，加强巡查制度的落实，编制合理可执行的

考核评估方案。 制作林长工作规范手册。 设立常

州市钟楼区林长公示牌，面向社会公众公布林长名

单，林长的工作职责。
１ ４　 强调监督考核

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制度健全，追责有力

的林业资源营造、培育、监测和保护体系，实现森林

资源保护从林业部门唱“独角戏”到党政各部门齐

抓共管的“大合唱”。 在林长制执行过程中，特别强

调了督导考核机制，主要是上级林长对下一级林长

监督和考核，将考核结果上报到上一级政府和党委

部门，采取合适的方式对外通报，还要组织相关部

门的领导对考核结果进行评价，评价报告作为领导

干部任用、提拔、罢免的主要依据。 针对领导干部

不作为或是有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终身追责，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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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钟楼区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架构

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２　 重点工作

２ １　 优化林地空间布局

在钟楼区区域范围内对林地保护与利用做出

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结合 ２０２０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的林地数据，紧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
定工作，按照“三上三下”的工作方式，明确各级林

长管护的森林资源，全面开展钟楼区林地保护利用

规划工作。
２ ２　 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强国土绿化美化和

林业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科

学开展国土绿化。
２ ３　 推进森林资源管护智能化

加强对森林资源保护的警示宣传教育，构建森

林防火人人有责的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对森林火

源加强管控，让森林资源防火工作变成常态化，严
格用火审批、林内巡护；继续推进森林防火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人防” ＋“技防”监测和扑火能力。 将

林业存在的有害生物灾害列入到重点防治机制中，
提升社会化防治力度，加强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防

控的管制能力；推进林业植物检疫关口前移，提高

主管单位的监测水平，运用智能化管理模式，提高

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巡查制

度，实行常态化、长效化、全覆盖动态监管。
２ ４　 改善生态环境

（１）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综合治理。
系统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开展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空间保护专项行动，提高林木覆盖率、自然湿

地保护率，从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
（２）适度增加林地保有量和森林覆盖率。 通过

实现年度营造林生产指导性计划，确保每年适度增

加新增营造林方案布局；通过林地面积增加来抵消

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目标。
（３）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 通过提高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

用，提升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优
化单位地区生产总值重复用水率、能源消耗、碳排

放强度等指标，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进一步组

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最终实现特色

绿美乡村建设目标。
（４）加强生态绿城建设。 开展生态绿城建设专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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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行动，着力建设沿长江、沿运河、环太湖等干线绿

廊，持续放大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打造美丽风

景线，大力建设口袋公园，让更多市民出门见园，开
窗见绿，提高群众见水亲绿空间。

（５）科学长效管理。 通过年度林地、草地、湿
地、生态综合监测评价和“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
确保林地、草地、湿地、生态总量不减少；通过１０ ａ １
次的土地资源调查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为自然资

源综合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２ ５　 聚焦重点工程

（１）推进生态绿城建设。 加快京杭大运河、新
孟河、皇粮浜、邹区湿地等重点河流区域两侧的环

境综合整治，打造水利风景区，采取“增核—扩绿—
连网”３ 大措施，推进实施京杭大运河十里玉兰长廊

建设、新孟河生态廊道、皇粮浜湿地公园建设等一

批优秀生态绿城工程项目。
（２）构建绿美村庄。 对传统古村落等乡村复兴

指明方向。 殷杏泰融合发展试验区项目是钟楼区

推进老城再兴的重要一步，将推进殷杏泰美丽宜居

村庄建设，促进殷杏泰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均衡化发

展。 在村庄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基本实现林地全

覆盖，村民房前屋后、河湖水面加强景观绿化建设，
制定景区整体发展理念，结合钟楼区林木种质资源

的类型，利用本地林木优势树种，构建多样化的

景观。
（３）组织林地草地、湿地、数据监测工作和编制

国土空间造林绿化方案、省级公益林优化落界和新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依据原土地利用现状用地分

类，全国第 ２ 次土地调查数据林地、草地、湿地含在

农用地中，２０２０ 年全国第 ３ 次土地调查和土地变更

调查数据中林地和园地没有分开，养殖坑塘、水田、
沟渠等湿地类型包含在湿地中，在过去的 １０ ａ 中很

多林地草地湿地园地大量流失。 面积 ８ ｈｍ２（含 ８
ｈｍ２）以上的湖泊湿地、沼泽湿地、人工湿地以及宽

度 １０ ｍ 以上、长度 ５ ｋｍ 以上的河流湿地未纳入第

３ 次国土调查范围。 着力加强林地、草地、湿地监

测，加快“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
２ ６　 优化林业产业结构　

通过健全林木种苗市场监管体系，加强苗木特

色镇、村建设和加强林木良种基地、种质资源库和

保障性苗圃管理，通过林木种苗和林下经济产业发

展，实现林业产业转型。
２ ７　 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设立好扶持专项资金，吸引社会资金注入。 确

保资金投入的高效性，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加强

项目经费和林长制工作经费审计监督，规范资金使

用。 制定和健全地方林长制资金管理制度，确保市

场持续保持活力态势。
２ ８　 推动政府职能社会化　

（１）建立新型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整合管理

资源，加强林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物资经费

保障，提升林业管理与服务水平。
（２）结合各地森林资源特点，科学合理划分若

干网格，明确管理边界，由村（社区）、镇（街道）到区

网格全覆盖，实现网格化管理，推动森林资源保护

责任措施落实落地。
（３）各级林长配备专职林长制网格员（社会化

用工），有效助推当前林业行政职能的社会化。

３　 展望与思考

未来钟楼区可有效利用京杭大运河、３１２ 国道、
龙江路高架、江宜高速、腾龙路和新孟河 ２ 侧的省级

公益林资源打造高品质、多功能的绿色开敞空间，
进一步提升区域人居环境与绿色空间品质。 钟楼

区还应利用一般公益林资源，与青枫公园、荷园、西
林公园和五星公园等市级区级公园绿地相结合，利
用零星公益林资源打造 ５ ｍｉｎ 步行可达的市民广

场、街头绿地、游园、口袋公园等民生幸福工程。 进

一步落实慢行体系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钟楼

区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积
极探索绿地功能复合、营建新型活力绿色空间，钟
楼区全面推进林长制才能进一步提升绿色空间环

境品质，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钟楼。

参考文献：

［１］ 　 曾凡银．以林长制构建林业生态发展长效机制［ Ｊ］ ．江淮论坛，
２０１９（６）：６２⁃６７

［２］ 　 杨朝霞．中国环境立法 ５０ 年：从环境法 １．０ 到 ３．０ 的代际进化

［Ｊ］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４（３）：８８⁃１０７
［３］ 　 廖　 勇，彭承霞，张芙蓉．南岸区林长制试点工作探索与思考

［Ｊ］ ．现代园艺，２０２０，４３（１２）：２０５⁃２０６

７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