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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建立部门协作机制

主要目标

组织体系
分级设立林长

市总林长（市长）
市副总林长（相关副市长）
市级林长（副市长）

县级总林长（县长）
县级副总林长（相关副县长）
县级林长（副县长）

乡级林长（乡长）
乡级副林长（副乡长）

村级林长（村委会主任）

县属国有林管理单位林长
（行政正职）
县属国有林管理单位副林
长（其他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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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主要任务

保障措施

林长制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林长制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

山西省委山西省委、、省政府针对我省总体上缺林少绿省政府针对我省总体上缺林少绿、、生态生态

脆弱脆弱、、生态产品短缺的现状生态产品短缺的现状，，建立的森林建立的森林、、草原草原、、湿湿

地等资源地等资源（（简称简称““森林资源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保护发展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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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林长制林长制””

建立健全林长制管理制度，强化森林资源管理，提升森

林资源质量，提高科学利用水平，实现森林资源“三增、三防”

（三增，即增森林蓄积量、增森林覆盖率、增林业效益；三防，即

防控森林火灾、防治林业有害生物、防范破坏森林资源行为）

目标，促进全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通过全面推行林长制，到 2025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5％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 3500 万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到 73.5%，湿地保护率达到 56% ，资源综合保护能力显

著提高，宜林荒山荒坡实现基本绿化，完成自然保护地优化整

合，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森林资源保护

和发展体系。

到 2035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2%以上，森林蓄积量达

到 4200 万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74.5%，湿地保护率

达到 65%，基本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林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全面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更加完善，

生态质量效益更加显现，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实现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

●坚持政府负责坚持政府负责、、责任到人责任到人

●坚持保护优先坚持保护优先、、系统治理系统治理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精准施策

●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发展、、生态惠民生态惠民

●坚持依法治林坚持依法治林、、改革创新改革创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三中、、四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文明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省委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总体

思路和要求思路和要求，，坚持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坚持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增绿增景增收有机统一增绿增景增收有机统一，，以以

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提升森林资源质量提升森林资源质量、、促进森林资源利用为促进森林资源利用为

目标目标，，以强化各级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责任意识为核心以强化各级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责任意识为核心，，以以

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为抓手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为抓手，，构建责任明确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协调有序、、监管有力监管有力、、奖惩奖惩

严明的市严明的市、、县县、、乡乡、、村四级林长制体系村四级林长制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严

格保护格保护，，积极发展积极发展，，科学经营科学经营、、持续利用持续利用，，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代接着一一代接着一

代干代干，，驰而不息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久久为功，，不断开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不断开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为打为打

造绿色吕梁造绿色吕梁、、生态吕梁生态吕梁、、美丽吕梁提供坚强保障美丽吕梁提供坚强保障。。

设立林长制办公室设立林长制办公室
市市、、县两级分别设立林长制办公室县两级分别设立林长制办公室。。市级办公室市级办公室

设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设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县级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县级办公室设在县林业

局局，，办公室主任由县林业局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由县林业局局长担任。。

建立林长会议制度建立林长会议制度
林长会议由总林长或总林长委林长会议由总林长或总林长委

托副总林长召集托副总林长召集，，总林长总林长、、副总林副总林

长长、、林长和林长制成员单位主要负林长和林长制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责同志参加，，原则上每年召开不少原则上每年召开不少

于一次于一次。。

吕梁市市级林长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督查检查强化督查检查

严格考核奖惩严格考核奖惩

加大资金保障加大资金保障

深入监督宣传深入监督宣传

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各项任务由各级林

长负责统筹协调，林长制成员单位密切配合，

县（市、区）政府具体落实。

（一）严格生态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严格用途管制，严控林地、草地、湿地等

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强化湿地、野生动

植物资源和古树名木保护，整合优化现有各

类自然保护地，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禁牧、休牧和轮牧制度，

严禁在新造林地、未成林地、封山育林区等重

要生态区域放牧，在天然草原、高山草甸等区

域严禁休牧期放牧和轮牧区超载放牧。严格

落实天然林和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加强生态

公益林管护，加快建立健全地方生态公益林

补偿制度。探索制定地方性草原生态补偿制

度。

（二）加强灾害防控力度。严格落实森林

草原防火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健全联防联控

机制，推广应用科技新手段，加强森林防火宣

传教育，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强化森林草原消

防专业队伍建设，加大火灾案件查处力度，不

断完善森林草原防火体系，提高防灭火能力

水平，防止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

人员伤亡事故，确保森林火灾受灾率控制在

0.3‰以内。加强森林草原有害生物监测预

警、检疫御灾和应急除治体系建设。重点防

控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等重大有害生物入

侵，严格控制有害生物成灾率在 3.5‰以下。

严格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原生地的保护和修

复，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维护生

物多样性。

（三）大力开展国土绿化。积极落实省统

筹安排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深入开

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积极推进部门（系统）

绿化，构建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国土绿化

新格局。把生态建设、发展林果产业、乡村振

兴有机结合，把绿化、彩化、财化统筹安排，合

理规划，科学选种，加强技术指导，强化后续

管护，提升山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开展乡村

绿化美化行动，积极推进森林城市、森林乡村

建设。创新国土绿化新机制，引导市场主体

和社会资本参与。支持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

作社作为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全方位参与林

业生态建设，拓宽经营渠道，使其成为森林保

护、经营、利用的主要力量，带动贫困群众长

期稳定脱贫增收。

（四）提高森林质量效益。注重乔灌草合

理配置，大力营造阔针混交林，增加森林系统

稳定性。推广优良乡土珍贵树种，加强质量

监督管理，全面提高国土绿化质量。科学开

展森林抚育、退化林改造、退化草原修复和未

成林抚育管护，精准提升森林草原质量。加

快林区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路网

密度，打造智慧林区。推进经济林示范园区

建设，实施经济林提质增效，着力发展特色经

济林、林下经济、森林旅游康养、种苗花卉、用

材林和林产品精深加工，提高森林资源经济

效益。

（五）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加快集体林权流转交易，增加农民

资产性收益。推进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改革，

提高草原资源利用效率。健全完善林权抵押

质押贷款制度，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

与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建立森林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制度，探索自然保护地控制区经营

性项目特许经营。扎实推进政策性森林保险

工作，落实商品林保险政策。

（六）强化森林资源监管。强化森林资源

源头管理，确保每块林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人，

确保及时发现和报告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

物及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及时配合有关

部门处置。深入开展林业普法宣传教育，严

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相关政策制

度，确保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全面加强林业执法队伍建设和执法监

督，建立日常监管制度，加强森林草原执法工

作，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规范联席会议、违法犯罪线索移送、案件移

交、信息共享、检验鉴定、联合执法制度，严厉

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和破坏林区野生

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做好森林督查、森林

资源年度清查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

更新等工作，提高森林资源监督管理水平。

加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

落实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