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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十三五”迈向“四强县”之林业局篇

绿色无边风景异，生态宜居好福地。如今的宝

丰，从城市到农村，不同层次的“绿”紧密相连，形成

了山水相映、林水相依的森林景观。随意走进哪一个

村庄，便可饱览一幅丹青之图：但见一条条平整的水

泥路穿行于林木绿水之间，一个个美丽乡村掩映在茂

林修竹之中。自然生态、绿色环保与现代工业、都市

生活在这里交相辉映；开放、文明与活力、秀美在这里

和谐统一，一个充满活力、魅力、合力的宝丰，成为人

民安居乐业的福地。

“十三五”以来，我县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森林

河南”建设总体工作部署，不断深化“绿色”改革，大力

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以森林城市为抓手，主动作为，

科学统筹，全民动手，强力推进国土绿化工作。五年

来，全县共完成造林任务 19.45 万亩，林木覆盖率达

36.6%，2020年荣获“省级森林城市”荣誉称号。

生态为本高位推动，规划引领全面开花。我县编

制了《宝丰县绿色发展规划》，作为全县生态发展的总

遵循；编制了《宝丰县公益林建设规划》、《宝丰县生态

廊道建设规划》、《宝丰县企业单位园林化规划》等10

大专项规划，最大限度地将林业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

发展匹配融合。同时，把林业生态建设列入全县十大

民生实事，成立了创建省级森林城市领导小组，组建

了生态廊道建设、荒山治理和国储林建设指挥部，开

展了“三城同创”“生态廊道建设”“公益林建设”“大香

山森林公园建设”“森林乡村创建”等生态工程建设。

精心布局，坚持生态惠民。在生态保护建设中，

我县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努力让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全面实施“送果树，进农家”惠民工程，将一个个

富有特色的“花果村”成为我县的生态品牌，提升了县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

发展内涵。同时，我县将林业生态建设与城市建设提质、乡村振兴、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污染防治等工作有机结合，目前，经过环境

整治的美丽乡村和林果化村共计184个，栽植各种果树19.2万棵、完成了100

个人居环境改善示范村、200个园林化创建示范单位，获得国家级森林乡村

14个、省级森林乡村21个。

破解林业生态建设瓶颈，拓宽发展空间。在林业生态建设中，“地”和

“钱”是两大难题。在破解两大难题方面，我县采取独特的举措，一方面通过

开发利用荒山土地、整治工矿废弃地、取缔散乱污企业、退耕还林和收回已

出让土地使用权等方式，深入挖掘土地资源，建设一大批城市公园、游园和

园林；另一方面成立信托平台统一“租”地。在资金筹措方面把国土绿化提

质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相结合，多渠道筹措造林绿化资金。一是国有公

司主导融资。二是引导民营资本注资。三是鼓励大户植树造林。县财政采

取对新栽植面积在200亩以上的造林，每亩奖补500元，对新创建的林业生

态村，每村奖补5万元。

生态成果铺满地，森林城市成体系。全县林业用地面积共计25.82 万

亩，林木覆盖率36.6%，廊道绿化率96.2%，乡镇所在地平均绿化率38.5%，村

镇绿化覆盖率36.6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2.5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到13.27平方米，初步形成了“城市园林化、山区森林化、廊道林荫化、平原林

网化、乡村林果化、庭院花园化”的森林城市体系。2017年，我县造林面积位

居平顶山市第一；2018年以来全省林业生态建设现场会多次在我县召开；

2020年11月27日被省林业局授予“河南省省级森林城市”称号。

县林业局局长楚亚辉表示：“‘十四五’期间，我们将继续以满足人

民良好生态需求为总目标，以林业生态建设为主战场，以维护森林生态

安全和扩面提质增效为主攻方向，以建设中原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为

主要抓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国土绿化，

提升森林质量，加强资源保护，增进绿色惠民，强化基础保障，为建设

‘四强县’、迈入全国‘一百强’做出贡献。” （史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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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上午，县总工会开展送温暖

进企业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

组织的温暖送到一线职工手中。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崔建利，副县长姚

桃叶参加慰问活动。

慰问组一行先后来到宝酒公司、大

地水泥等企业生产一线和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等疫情防控一线，为广大职工

送去了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详细了解

一线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叮嘱企业

及各部门要继续认真落实各项劳动保护

措施，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同时，做好疫情

防控及防寒保暖工作，最大限度地保证

职工的身心健康。 （陈亚诗）

县总工会——

开展送温暖进企业慰问活动

1月28日下午，我县举行全省“平安农

机”示范乡镇授牌暨农机安全推进会，总结

我县“平安农机”创建工作，安排部署2021

年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并为2020年度成功

创建全省“平安农机”示范乡镇的肖旗乡、

李庄乡、杨庄镇授牌。副县长肖志举，市农

机中心副主任王东文及各乡镇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提

高站位，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保持良好的

沟通协调，狠抓农机安全生产；要强化领

导，加强源头管理，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

意识，排查农机安全隐患，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要强化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全面

提升农机安全生产水平，有效防范农机

安全生产事故。 （杨涛）

我县举行全省“平安农机”
示范乡镇授牌暨农机安全推进会

随着春节的临近，1 月 29 日上午，县

城的一些市民相约来到王堂村多肉植

物园里观赏选购形态各异的多肉植物。

王堂村多肉植物园位于我县龙王沟乡

村振兴示范区，该园占地30亩，园内设有2

个育苗棚和1个展

示棚。近两年来，

在示范区的带领

支持下，该园种植

规模不断扩大，技

术水平不断得到

提高，现已种植多

肉 植 物 达 300 多

个种类，今年共育

苗 15 万颗。据多

肉植物园相关负

责人介绍，春节临

近，现在每天都有

市民带着孩子来

到园内观赏游玩

和选购中意的盆

栽多肉，装扮家居。现有培育的芙蓉雪

莲、草玉露、玉龙观音等各类盆栽多肉植

物近3万盆，能有效满足我县市民春节装

扮家居需求。

（肖艳超 文/何乐 图）

选购多肉植物 喜迎新春佳节

1月31日晚18时30分，中央

电视台二套播出了最新一期《一

槌定音》。我县汝瓷工匠王浩携

带他的汝窑作品《长颈瓶》登上

《一槌定音》栏目。宝丰汝窑《长

颈瓶》作为宝物成为现场嘉宾“争夺”的宝贝。

据了解，王浩是2020年10月初受中央电视台《一槌

定音》栏目组的邀请，前往北京参加该节目录制。在当晚

的节目中，该栏目不仅对宝丰汝窑工匠王浩携带的汝窑

作品《长颈瓶》给予高度认可，而且还作为现场获胜宝主

奖品成为“宠儿”，有效加深了全国观众对宝丰汝窑了解。

今年50岁的王浩是土生土长的我县清凉寺村人，中

国传统技艺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曾参加过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研修班，从事汝瓷研究20多年，于2012年成

立“徽宗汝瓷”，潜心研究汝瓷烧制技艺。为了更好地学

习宋代汝窑清素婉约美，他本人先后投资数百万研究汝

窑，持续无数日夜的烧窑、观察、对比、琢磨，作品釉色温

润淡雅，器型精致，釉面光滑如

玉，作品曾先后在中国工艺美术

协会主办的 2018 年“金凤凰”创

新产品设计大奖赛中荣获银奖，

在中工美主办的（杭州）“神工

杯”设计创作大赛中荣获金奖等多项全国大奖。

中央电视台二套《一槌定音》是一档大型演播室艺术

品投资电视栏目，每周一期，时长一个小时。该栏目重点

突出大众对艺术品投资的认识与参与，用模拟真实交易

的方式，向观众传播文化艺术知识的同时，也讲解艺术品

投资的技巧、风险防范，深受观众喜欢。 （赵梦亚）

宝丰汝窑作品《长颈瓶》荣登央视《一槌定音》栏目

1月28日上午，我县绿森廊道运营有

限公司在龙王沟示范区赵圪垱村揭牌成

立，标志着龙王沟示范区正式开启了“管

委会+公司+村委会”的运营新模式。

为加强廊道管护成果，确保林木成活

率，绿森廊道运营公司将通过林下种植、养

殖等方式，让廊道有收益、让群众有分红、使

示范区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薛现涛）

县绿森廊道运营有限公司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