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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

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社会改革实践。短短30年
间，中国

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贫弱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

四大经济实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飙升，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踏着时代前进的足迹，郑州林业也一步一步走过30年
。30年

来，郑州林业在经济社会

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郑

州林业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0年
来，市林业局坚持国家林业建设方针，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不断解放思

想，锐意推进改革，我市林业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全市林业建设逐渐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

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林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林业生产力与生态关系协调发展，全民义

务植树运动深入开展，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林业产值稳步提升，林业管护机制逐步健全，生态

环境日益改善。2007
年，我市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城市”荣誉称号，“绿城”

郑州更加名副其实。林业为我市经济建设和生态状况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扩大环境容

量，提高环境承载力，促进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今，步入郑州这片热土，处处鸟语花香，风光旖旎，满眼苍翠，让人流连忘返，一个较

为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较为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较为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的现代林

业新格局在郑州大地植根展绿。

转变观念成就一场历史变革

木材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原材料，亦是日常生产、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物资，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
建设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木材。这一时期，林业建设指
导思想主要以提供木材等林产品为主。据统计，30 年来，我
市共生产木材近 200 万立方米，为我市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
贡献。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加快林业发展、改善生态状况的要
求越来越迫切，林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
突出。林业不仅要满足社会对木材等林产品的多样化需求，
更要满足改善生态状况、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生态需
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党中央、国务院因势利
导，于 2003 年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确立
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建设指导思想。

市委、市政府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着手进行林业管理
体制与机制的改革。1995 年 11 月，我市将林业工作从原郑
州市农林牧业局分离出来，成立了郑州市林业局，并将其作
为政府组成部门。2003 年，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
林业发展的决定》，将我市林业建设指导思想正式确立为以
生态建设为主，并把林业发展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我
市《决定》指出：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要赋予林业以重
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要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在建设全
国区域性中心城市中，要赋予林业以基础地位。自此，我市
林业建设开始了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
史性转变。市林业局及时解放思想，坚持以生态建设为己
任，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林业建设资金的保障下，
团结拼搏，奋发图强，全市森林资源快速增长，林业建设迈
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林业建设缔造生态郑州

随着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生态建设成
为了全国各地争相打造的闪亮名片。然而早在此前，郑州
就已经大刀阔斧地开始了生态建设，并卓有成效。

郑州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具有森林
生长繁衍的有利条件，古代嵩山、邙山地区尽为森林覆盖。然
而，随着历史变迁，由于毁林垦田、战争破坏、山林野火、盗砍
滥伐等原因，森林逐渐消退。到 1976年，全市有林地面积仅为

84.7 万亩，林木蓄积 176.8 万立方米，1982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
仅为 14.8％。森林资源的缺乏，致使风沙侵袭、水土流失等危
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全市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市委、市政府出台了“谁栽归谁有”等多
项鼓励林业发展的政策，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封山育林、荒
山绿化、平原林网建设、防沙治沙等植树造林活动，同时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造林积极
性，全市森林资源逐渐增长。到 1995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到 16.4%，林业用地面积 170.6 万亩，有林地面积 113.6 万
亩，活立木蓄积 407.6 万立方米。

1995 年郑州市林业局成立以来，加强了行业管理和指

导，有力促进了我市林业的发展。全市林业建设突出重点工
程，大力开展环城生态防护林、防沙治沙、通道绿化、退耕还
林、淮太防护林、平原绿化等 13 项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到 2002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21.4％，林业用地面积 189.7 万亩，有
林地面积133.2万亩，活立木蓄积达569.9万立方米。

尤其是 2003 年以来，随着林业建设指导思想由木材生
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全市森林资源进入快速增
长的新时期。2003 年，市委、市政府确立了用十年时间，在
城区周边新增 100 万亩森林，把郑州建设成为“城在林中，
林在城中，山水融合，城乡一体”的森林生态城市的奋斗目
标，聘请国家林业局华东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历时 1 年高
起点、高质量地编制了《郑州森林生态城总体规划》，并经过
市人大表决通过，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一并实施，为森林生态
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郑州森林生态城的建设范围是：
以城区为中心的 2896 平方公里的区域。建设期限是：从

2003 年至 2013 年。总体目标是：到 2013 年新增森林面积

100 万亩，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0%以上。总体布局可概括为
“一屏、二轴、三圈、四带、五组团”。“一屏”是沿黄河建设一道
绿色屏障；“二轴”是以纵贯郑州南北的 107 国道和以横跨郑
州东西的 310 国道为轴线，组织“西抓水保东治沙，北筑屏障
南建园”的建设格局；“三圈”是以市区为核心，沿三条环城路
营造三层森林生态防护圈；“四带”是沿贾鲁河、南水北调中
线总干渠、连霍高速、京珠高速营造四条“井”字形防护林带；

“五组团”是在城市近郊西北、东北、西南、南部和东南部，建设
五大核心森林组团。总投资概算是 37 亿元。通过实施十大
工程，把郑州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森林生态城市。

为加快推进森林生态城建设，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由
市长担任组长的森林生态城规划建设领导小组，统一组织
协调森林生态城建设。2004 年以来连续 5 年将“完成森林
生态城工程造林 10 万亩”，作为向市民承诺的十件实事之
一认真办理落实。2006 年，决定用两年时间争创“全国绿化
模范城市”，同时把森林生态城建设作为全市经济社会跨越
式发展的八大重点工程之一，强力推进。市林业局围绕森
林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及时制定了“西抓水保东治沙，北
造屏障南建园，三环以内不露土，城市周围森林化”的林业
发展思路，并积极推进各项林业改革，以大工程带动大发
展，每年造林 20 万亩以上，并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全市森林
资源快速增长。经过 5 年多来的不懈努力，全市累计完成
森林生态城工程造林 84 万亩，沿黄河大堤建起了一道宽

1100 米、长 74 公里的绿色屏障，沿公路、铁路及主要河流建
成了多道绿色长廊，在市郊的西北、西南分别形成两个 10
万亩的森林组团。据 2007 年森林资源初步调查数据显示，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23％以上，林木覆盖率 30％以上，林
业用地面积 340 万亩，有林地面积 260 万亩，活立木蓄积达

1440 万立方米。
森林面积的大幅增加，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发

挥了重要作用。经科学测算，森林生态城范围内 2006 年度
生态效益总货币值达 122 亿元。年吸收二氧化碳 123 万吨，
释放氧气 46 万吨，涵养水源 4800 万吨。随着森林面积的增
加，市区沙尘天气明显减少，优良空气天数稳步上升，2007
年达 313 天，创近年来最高，尖岗常庄水库水源涵养林区地
下水位明显升高，部分常年干涸的溪流也有了流水，郑州市
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全民义务植树 建设生态家园

我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在清明节前后植树的习
俗。1979 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每年 3
月 12 日为我国植树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个
植树节。1981 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2 年 2 月，市政府向全市发
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通知》，并于当月成立
了郑州市绿化委员会，历届绿委主任均由市长担任。自此，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性植树活动在我市拉开了序幕。各级
党政军领导每年均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机关干部、部队官
兵、城乡居民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多年来坚持不懈的植树
活动，为全市城乡绿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义务植树过程中，市林业部门逐渐发现大哄大嗡的
义务植树组织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不足。虽然群众植树热
情很高，但由于大部分群众缺乏正确的栽植技术，且后期浇
水、抚育等管护工作不能及时跟上，致使林木成活率和保存
率 较 低，群 众 形 象 地 把 这 种 现 象 称 之 为“ 年 年 种 树 不 见
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市林业局不断解放思想，通过广
泛调查，积极推进全民义务植树组织管理模式改革，并及时
向市政府提出了建议。2002 年 11 月，市政府出台了《郑州
市全民义务植树管理办法》，推出了“基地化运作、专业队栽
植管护、多种形式履行义务”的义务植树新举措。即：以义
务植树基地建设为重点，尽可能组织公民到基地履行义务，
对于机关事业财政全供职工和其他不愿通过植树履行义务
的公民，采取缴纳绿化费的方式，由专业造林队代为植树，
包栽包活。《管理办法》的出台，使义务植树管理方式由以政
府号召为主转变为以行政执法管理为主，人民群众逐步树
立起了义务植树法定性、强制性和义务性的意识，义务植树
尽责率、造林存活率显著提高，带动了城乡绿化工作的发
展。同时，还推出了“青年林”、“将军林”、“巾帼林”、“爱情
林”等形式多样的植纪念树、造主题林活动，极大地激发了
市民参与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近年来，全市参加义务植树
人数每年达 300 多万人次，义务植树 1000 万多株，林木成活
率和保存率均达 90％以上。

林业面貌日新月异 投资主体日趋多元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林业实行木材生
产为主的发展方针，社会各界对林业的生态功效认识不足，
长期以来，林业建设投入多以群众自发造林为主。较为单一

的建设投入机制致使林业建设投入长期不足，森林资源以及
依托森林资源的各项产业发展缓慢。随着人们对林业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大效益”认识的逐步深化，林业
建设政府财政投入大幅增加，市林业局也及时向市政府建议
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林业建设，政府、个
体、民营企业等多元化林业建设和投入机制初步形式。

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且具有“多效性、长效性、
迟效性”，这就决定在林业生态建设中，政府应该居于主导
地位。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盛世兴林已在我市达成
广泛共识，特别是 2003 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建设森林生态城
市的决定以来，高起点、高标准编制了《郑州森林生态城总体
规划》，并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市财政投入逐年大幅增
加，2003 年投入 3000 万元，到 2008 年已达到了 2.5 亿元。同
时，为了缓解集中投资对财政投入的压力，2006 年，市林业局
立足林业可持续发展，积极创新投入机制，经市政府同意，决
定向银行融资建设森林生态城。专门成立了“森威林业产业
发展公司”，由公司 2007 年~2010 年向银行贷款 8.7 亿元支持
森林生态城建设，市财政还本付息，2007 年、2008 年分别落实
贷款 2.2 亿元。2003 年以来，市本级财政投资和融资累计达

12.7 亿元，为林业生态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林业生态建设仅靠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投资林业建设。为了鼓励社会各
界参与林业建设，市林业局把发展非公有制林业作为加快林
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按照“明晰所有权、搞活使用权、放开经
营权”的思路，以搞好林业“四荒”治理开发为突破口，制定了
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逐步建立起一套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
求，又符合林业特点的管理体制。1994 年和 2003 年，先后两
次出台了关于搞好宜林“四荒”治理开发加快造林绿化步伐
的政策意见，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鼓励通过“四荒”
承包、租赁、拍卖、股份合作等形式参与林业建设，经营期限
最长可以达到 70 年。对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农民，享受不
低于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标准的优惠政策，同时分工程、区域
制定了不同的造林补助标准。在优惠政策的引导带动下，全
市以个体为主的非公有制造林蓬勃发展，非公有制造林面积
已占到我市有林地面积的 30%以上。2008 年，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
加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市林业局已于 2007 年在新密市等
地开展了试点工作，于 2008 年在全市全面铺开，并将于 2008
年底基本完成改革任务，此举将进一步调动各类主体参与
林业建设的积极性，有效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

林业建设品位质量提升 青山绿水尽收眼底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长期以来，群众自发造林一般以经
济林和用材林为主，在政府组织造林前期过程中，受建设资
金限制，造林树种一般也以杨树等用材林为主。较为单一的
树种，不但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森林病虫害，生态防护和景观
效果也不好。同时，在政府组织造林中，由于建设机制和管
护机制不健全，造林成活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市林业局以加强林业生态建设为出发点，不断
总结和吸取以前造林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同时参考其他先
进地区林业建设的先进做法，逐步建立健全了造林和管护
机制，林业建设品位和造林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在近年
来的森林生态城工程造林中，市林业局通过高标准的科学
规划，在树种选择上突出了生态树种，增加了树种数量，加

大了常绿树种在造林中的比例，并采用多树种混交的栽植
模式，在科学防治森林病虫害的同时，也增强了生态防护功
能及景观效果和品位。如在西南尖岗水库周边 10 余万亩
的水源涵养林建设中，规划了 60 余种树种，并采用了近自
然式的混交造林模式，为广大市民营造了一个休闲观光的
好去处。

在前期的林业建设方式上，多是以群众造林为主，不但
栽植质量得不到保证，而且浇水、除草等后期管护也不到
位，致使造林成活率较低。近年来，市林业局积极创新造林
机制，在重点工程造林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采用工程管
理模式组织造林，实施了招投标造林、工程专业队栽植，不
但降低了造林成本，而且包栽包管，大大提高了林木的成活
率和保存率。市林业局还坚持“植树造林，水利先行”，注重
加强重点工程建设的水利设施配套，基本做到了林造到哪
里，水利设施就配套到哪里。在造林时机上，变春季造林为
一年四季造林，坚持植苗造林、直播造林、飞播造林、封山育
林一起上，加快了造林绿化速度，提高了林业建设质量。

林业产业经济带动林农发家致富

按照国家林业局近年来关于建设现代林业的战略部
署，现代林业包括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
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森林资源
总量不足，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我市林业产业发展一直相
对比较落后。改革开放初期，林业产业主要以木材和果品
生产为主，林业产值较低，1978 年还不足 2000 万元。

林业生态与产业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林业生态
为产业提供资源基础，而产业又为生态提供经济支撑。为
了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市林业局根据我市林业建设形势
的发展，相继建议政府出台了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特别是 2004 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苗木产业发展
的意见，批转了市林业局等部门关于加快林业产业发展意
见，市林业局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编制印发了《郑州
市林业产业 2020 年发展规划纲要》，加强了对全市林业产
业发展的行业指导、政策扶持和资金补助，全市林业产业逐
步 发 展 壮 大 。 到 2007 年，全 市 林 业 产 值 已 达 到 12.65 亿
元。2003 年以来，全市苗木基地面积稳定在 10 万亩。依托
传统果品优势，大力发展新郑大枣、荥阳河阴石榴，分别建
设了两个 8000 亩的大枣和石榴种质资源保护小区，目前全
市经济林总面积达到 70 万亩，年产量达到 20 万吨。全市具
有一定规模的林产品加工企业约 110 个，年产值 52340 万
元。新郑奥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好想你”大枣系列产品
已成为国内名牌产品。郑州市东湖人造板有限公司生产的

“老木牌”刨花板俏销国内各大城市。快速增长的森林面积
也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依托森林的生态观
光、林果采摘等各类风情游迅速发展，给经营者和当地群众
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依法治林 森林资源得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市林业建设力度的逐步加大，森
林资源快速增长，相对于这种快速发展的形势，林木抚育、
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资源保护等后期管护任务异常艰
巨。林业建设投资大、见效慢，若不重视建设成果的保护，
稍有松懈，多年来的建设成果将毁于一旦。

市林业局根据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及时建议市政府
加大管理力度，加强林业立法、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我市
森林资源管理机制日益健全。特别近年来，我市坚持依法
治林，先后出台了《郑州市全民义务植树实施办法》、《郑州
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郑州市生态林管理条例》、《郑州黄
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规章，为加强森
林资源管理提供了法制保障。先后成立了护林防火指挥
部、郑州市林业工作总站、木材检查站、林政稽查大队、森林
公安分局及派出所、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等
资源管护机构，正在积极筹建森林防火远程指挥中心、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中心、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中心，具体负责
全市森林防火、案件查处、植物检疫、病虫害防治等森林资
源管理工作。目前，全市已成立 10 支专业森林消防队、15
支专业突击消防队和 206 支义务扑火队，从业人员达 10000
多人。近年来连续开展了飞机喷药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等机
械和人工防治工作，森林病虫害得到有效地控制。林业行
政执法人员和森林公安队伍密切配合，专项行动与日常执
法相结合，及时查处乱侵滥占林地、乱砍滥伐林木、乱捕滥
猎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地巩固了林业建设成果，
维护了森林资源安全。

生态郑州 和谐家园

30 年栉风沐雨，描绘了郑州的秀美山川；30 载风华意
气，吟唱了郑州的绿色之歌！展望未来，市林业局党委书
记、林业局局长史广敏豪情满怀：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
态文明的奋斗目标，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设林业生态省的
战略决策，给我市林业生态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市林业局决心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
署，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加快
推进森林生态城建设，2009 年全面完成林木栽植任务，同时
从 2008 年开始实施林业生态市建设，用五年时间完成林业
生态建设总规模 299.12 万亩，使 12 个县（市）、区全部实现
林业生态县，建成林业生态乡镇 38 个、林业生态村 380 个、
林业生态模范村 30 个，力争早日使郑州呈现“城在林中、林
在城中、山水融合、城乡一体”的美丽画卷，为实现郑州经济
社会跨越式发展，构建生态和谐郑州，全面加快我市生态文
明建设做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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