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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造林绿化，投资如此之巨，工程任
务如此之重，如何保证工程建设高质量高速度
推进和科学的决策？资金缺口如何填补？如
何管护保证树木成活？

新郑市高度重视廊道绿化工作，专门成立
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每月的生态廊道建设加压
促阵会，都要听取造林进度汇报、了解并协调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当场进行奖惩。市
委、市政府的高位推动为廊道建设注入了“强
心剂”，全市各部门鼓干劲、出实招、动真格。

各乡镇一把手亲自督查、亲自调度、亲自安排，
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生态
廊道建设工作的开展；为便于推动工作，树立
标杆引导标段施工，新郑还要求每个标段都要
先行建设1或2个样板路段。

为打造出精品生态廊道工程，新郑市精心
设计，科学规划，全程做好规划设计，严格按照

《市生态廊道建设工程设计说明书》进行统一
技术规程、统一操作标准，充分发挥生态廊道
工程的生态防护功能；为减少审美疲劳，该市

还针对不同路段的特点，设路段的特点，设计不同景观方案，
并采取城市绿化模式、见缝绿化模式、见缝插绿模式和生态长
廊模式等，做到点面结合、错落有致、远近呼
应、层次分明，提升景观效果。

在工程建设质量上，严把施工企业关，每
个参与投标的施工企业要具备一级以上的建
设资质，要有一个管理协调能力强的项目经
理，要有一支技术过硬的施工队伍；严把施工
质量关，在施工过程中，该市生态廊道建设办
公室全程监督施工质量，验收把关具体到每棵
树，对绿化施工企业评优评差，先后评出12家
质量不达标企业，对质量不达标企业，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列入黑名单，不允许再参与新
郑其他工程建设；严把后期管护关，对建设完
成的廊道项目，要求施工企业在两年内做好管
护工作，管护期后，通过招投标方式，引入专业
管护公司进行社会化管护，巩固绿化成果。

在投资模式上，坚持“政府主导、政策引
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分类推进”。对于城
乡主干道的廊道绿化，由政府投资建设；对于
企业高校周边的廊道，政府给予适当补贴，企
业（高校）自愿认建认养，按照不低于统一规划
标准进行绿化；对于南水北调干渠沿线绿化，
按照“谁投资、谁收益”原则，采取“政府适当补
贴地租、企业自主投资、自负盈亏”的方式进行
林苗一体化建设。公开对外招商，鼓励企业、
村组和群众进行建设，现已签订和建成了1万
多亩约5亿元林苗一体化建设合同，减轻了政
府投资压力，兼顾了生态和社会效益。

一季种树，全年管护。据介绍，已建成生
态廊道经招投标由专门的园林绿化公司进行
管护，将管护项目进行了分类量化，做成评比
和检查表格，实行“一月一评比，半月一检查，
平时不定期巡查”。对处于施工养护阶段的，
林业部门通过不定期巡查，对施工企业的养护
质量进行督促指导。目前，新郑市建设的生态
廊道管护情况良好，各条廊道绿化带内基本实
现了净、齐、美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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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时间紧，任务重，面对电视台摄像
机镜头，很多部门负责人更是立下了‘军令状’。”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回忆当初，仍感叹万分。

而这对生态廊道的“大管家”新郑市林业
局而言，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任务之重是
历史上闻所未闻的。

林业部门负责人说：“发展林业，我们赶
上了好机遇。”新郑每年组织由市四大班子主
要领导带队参加的义务植树活动，各乡镇、各
单位也采取不同形式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同
时，该市林业局利用网站、电视、报纸等媒介，
大力宣传生态廊道建设标准、林业法律法规，
及时报道最新造林动态。

启动伊始，新郑市就提出“高标准规划，
大绿量设计，高规格栽植，精细化管护”的要
求。工程启动后，林业系统全员走向一线，在
测绘、设计、评审、立项、招投标、施工、监督、
督导、审计验收等多个环节担当着各种各样
的角色。采访中一位干部说，“从那一刻起，
我们的神经紧绷到无法再紧绷的地步了。”

市委主要领导以及主管领导多次亲临各
工地视察，现场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难
题。林业局全体干部职工马不停蹄地奔波在
工地上。整个工程点多面广、战线长，施工环

境复杂，协调任务繁重，工程工序无法倒置，只
能按序而行，他们不断创新举措，以超常的工
作方法，科学合理地加快施工进度。

在历时3年的生态廊道建设中，新郑市林
业局全体干部职工全情投入。该局负责人

说：“为了保质保量，我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
身泥。自从 2012年生态廊道建设启动以来，
每年从 10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 5月份，
全局干部职工都在加班加点，谁都不知道星期
天是啥样。”帅小伙晒成非洲人、工作人员晕倒
施工现场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

每年任务下达后，该局根据生态廊道建
设任务重、战线长、头绪多、时间紧、季节性强
的特点，早筹划、早安排，任务下达当月，就启
动规划编制和项目报批及立项工作。另外，
在以后的工程建设中，重大问题由班子集体
决策；领导班子分片包干，责任到位；工程向
社会公开招标，实行阳光操作，实行监理制，
确保工程的建设质量；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检
查验收、及时纠正解决发现的问题等。这些
措施保证了工程建设不盲目，避免走弯路，提
高了科学性、建设效率和工程质量。

从生态廊道建设的起始 1 公里到 331 公
里，从最初的 1 亿元到 34 亿元投入，每一场

“战役”都不轻松，每一滴汗水都凝聚着绿色
的希望。该局负责人也不可否认地说：“可贵
的是，在考验中历练出了一支敢打敢拼、有强
劲战斗力和高度执行力的坚强队伍。”

如果说高楼林立体现着一个城市的繁华，那么，绿色更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品位和格调。
新郑，这座有着中华第一古都美誉的文化名城，自2012年起，大力开展生态廊道建设。寒暑几易，绿的树、红的花，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

木、错落不一的各类草本植物，人行步道、自行车道、公交港湾。作为美丽新郑的依托和载体，色彩斑斓的生态廊道为新郑市民带来了看得
见、易感受的绿色生活。

最新的统计显示，新郑市已完成了34条廊道的绿化，绿化总长度331.44公里，绿化面积3869.45万平方米，累计投资34.1亿元。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美丽新郑。新郑市主要负责人说：“生态廊道是城市文明不可或缺的构成，是63万新郑人民的绿色福利、长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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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廊道经过精心管
养和维护，景观效果显现。

花团锦簇，
绿美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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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6日清晨，中华北路上，微微寒风卷起成片的落叶，发出哗
哗的响声。市民安国强仍坚持踩着单车快速穿行在廊道间，他说：

“穿行在生态廊道，每个季节甚至每一天都会发现新风景，都能感受
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喜悦和骄傲。”

与安国强一样，新郑市绵延数百公里的生态廊道让越来越多的
老百姓享受到了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
快，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承受着较大的压
力，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乡环境差异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2012年初，郑州市制定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将生
态廊道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六个切入点的引领工程。

料峭春寒中，新郑便吹响了生态廊道建设的进军号角。不仅不
等不靠，更自我加压。“道路修到哪里，廊道就建到哪里。甚至路没修
好，树已成活。”新郑市相关负责人如是概括此项工作。的确，三年
来，该市“固定加自选”共完成了 34条廊道的绿化或提升改造和 6个
高速出入口及其连接道路的绿化综合整治工作。

花多了，树绿了，空气质量明显提高，公交进港湾，辅道在两边，
骑行走中间，休闲在林间，市民尽享“空气浴”。三年时间，仅此一项，
新郑市的林木覆盖率就提高了4.43%，基本形成了“山水融合、森林环
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系。据介绍，这几年生态廊道所种
植的红叶石楠、红叶李、雪松、小叶黄杨、女贞等疏密有致，吸引来夜
鹭、灰椋、山斑鸠、黑卷尾、白头鹎、乌鸫、戴胜、大斑啄木鸟等近20种
鸟类。

生态廊道不仅有“景观”，还有更多的“功能”。事实上，为了突出
“生态、景观、健身、休闲、旅游、文化、科技、示范”等八大功能，新郑市
在生态廊道建设中还明确了多项细则，以实现其生态功能、美学品位
和低碳原则：在设计思想中，要求适地适树，物种搭配，以发挥物种多
样性和空间多样性功能；在道路景观中，要求植物造景，通过不同植
物群落营造不同的生态体系；在廊道功能中，要求融入多元化因子，
构建网络化的生态基础设施。

环境改善了，吸引力随之提升，土地价值倍增。新村镇一负责人
介绍，G107两侧原有不少混凝土搅拌公司、石料厂等，占地面积大、
效率低，生态廊道建设中，不少企业或拆或搬。生态廊道建成后，土
地出让价上涨不少。据了解，新郑把征迁出来的土地通过绿化转换
为农业和林业用地，腾出来建设用地指标，用地紧张局面得以缓解。

生态廊道
已成为美丽新
郑的天然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