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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自然资源和规划

现代林业展新姿 只此青绿入画来

■记 者 汤智娟
通讯员 时 逸 吴 恋

我市开展森林消防
主题宣传活动

■通讯员 姜 杰

“3·19”我省第 14个森林消防宣传日期间，
市森防指办联合市林场、嘉兴港区应急管理局，
在乍浦汤山公园广场开展了主题为“关注森林消
防 共享森林美景”的森林消防宣传日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分发宣传资料，
开展《森林防火条例》《浙江省森林消防条例》等
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同时，现场设立了宣传咨询
台，为市民讲解林区野外用火、森林防火与安全
用火等知识，提供专业、精准的咨询服务。现场
还进行了森林防火知识互动问答，有效普及了森
林防火与户外安全用火知识。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
大市民对森林防火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
意识，使森林防火工作更加深入人心，形成全民
参与森林消防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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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自然”研学营走进
彩色珍贵树种示范基地

■通讯员 褚思怡

为引导青少年树立爱护植物、保护生态的意
识，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趣自然”研学营走
进林场彩色珍贵树种示范基地，开展“廉种心
田，行稳致远”亲子种廉树活动，局机关20组亲
子家庭参加。

活动现场，孩子们在青年干部宣讲团成员的
带领下，参观了彩色珍贵树种示范基地，并认识
了无患子、香榧、南方红豆杉等一系列彩色树种、
珍贵树种，了解了森林生态系统、植树节的由来、
植树绿化的作用等内容，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
学到了更多大自然的知识。

随后，孩子们和家长有序进行树苗栽种，并
在清廉心愿卡上写下自己的愿望，亲手挂到树苗
上，让美好的心愿伴随小树一起茁壮成长。一张
张寄托着孩子们心愿的卡片随风摇曳，给这个春
天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清”色。

青年干部宣讲团成员还带领孩子们参观了
乍浦南湾炮台、革命烈士纪念碑，了解历史、缅怀
先烈，进一步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
强爱党爱国意识。

此次活动通过亲子携手植树的方式，不仅让
孩子们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意义、树立绿色的理
念，还将廉洁、良善、正直的观念深植于孩子们的
心中，为孩子们今后的人生打好底色。

1.植树节是怎么来的？

每年的3月12日是我国的植树节，其
实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纪念日。
确定这一天为植树节，一是从植树的季节
考虑，二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生提倡
植树造林的功绩。

2.《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

施办法》是哪一年颁布的？

1982年2月27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
3.承担义务植树任务的适龄公民指哪

些？

1982年 2月 27日，国务院《关于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第三条规
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 11岁至
60岁，女 11岁至 55岁，丧失劳动能力者
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

4.我市的“义务植树月”是哪个月？

每年 3月定为“平湖市全民义务植树
月”。倡导种植各类活动林、纪念林、冠名
林等。

5.什么是湿地？

湿地指天然或人工形成的沼泽地等
带有静止或流动水体的成片浅水区，还包
括在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湿地
与森林、海洋并称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在
世界各地分布广泛。湿地生态系统中生
存着大量动植物，很多湿地被列为自然保
护区。

6.世界湿地日是什么时候？

每年的 2月 2日是世界湿地日。1996
年10月《湿地公约》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

议决定，从 1997年起每年的 2月 2日定为
“世界湿地日”，并每年都确定一个不同的
主题。利用这一天，政府机构组织和公民
采取各种活动来提高公众对湿地价值与
效益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保护湿地。

7.湿地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湿地与海
洋、森林一起形成了地球最重要的三大系
统，有着很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
自然保护的主要对象。湿地是地球上最
具生命力的环境系统之一，无数物种的动
植物依赖湿地生存繁衍，是生物多样性的
发源地；湿地还具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
和生态效益，能够提供水资源、调节气候、
涵养水源、均化洪水、促淤造陆、降解污染
物，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为人类提供生
产、生活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8.《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什么

时候施行的？

2021年 12月 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9.什么是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是指天然分布在自然环境
中的动物种或其种群。出于保护管理和
科研等目的，人工驯养但尚未形成明显遗
传变异的动物种或其种群也被称为野生
动物。

10.野生动物资源属谁所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
所有。

11.哪些动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管理保护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二条的规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珍
贵、濒危的动物，包括国家一级、二级重点
保护和省级政府规定重点保护的种类。
另一类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野生动物（简称“三有”保护动物）。我市
常见的“三有”保护动物主要有麻雀、燕
子、青蛙、蟾蜍（瘌蛤蟆）、壁虎等。

12.能否猎杀野生动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
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
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野生动物，禁
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
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野
生动物，但因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
捕的除外。

13.能否买卖、食用野生动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第三十
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
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为
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

根据《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交易和滥食野生动
物的决定（2020年3月26日浙江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通过）》规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1）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
和本省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2）国
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公布的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3）本省一般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4）其
他陆生野生动物。前款规定的陆生野生
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
生动物。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
动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畜牧法律、法规
的规定。

14.什么是古树名木？

古树：经依法认定的树龄在一百年以
上的树木。名木：指经依法认定的稀有、
珍贵树木和具有历史价值、重要纪念意义
的树木。

15.古树分哪几类？

古树分为国家一、二、三级，树龄在
100年-299年之间的为三级古树，树龄在
300年-499年之间的为二级古树，树龄在
500年以上的为一级古树。

16.保护古树名木有什么意义？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是自
然界和前人留下来的珍贵遗产，客观记录
和生动反映了社会发展与自然变迁的痕
迹，具有独特的生态价值、历史价值、旅游
价值等。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持续擦亮金平湖生态底色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守好绿色“活文物”

■通讯员 吴 恋

松风台银杏古树文化公园位于当湖街道建
国路以西、环城北路以南，公园面积 5000平方
米，园内有一株千年古银杏，树龄已有 1180年，
树高 22米，胸围 5.75米，冠幅平均 13米，是我市
的一号古树。近日，该公园获评第一批“浙江省
古树名木文化公园”。

据史书记载，此银杏古树原属德藏教寺（又
称北寺），该寺建于唐会昌二年（公元 842年）。
宋朝时一位法号竹庵的禅师来到当湖，在德藏寺
后凿一水池，因水池形如弯月，故名“山月池”，同
时修筑了“松风台”。当年赵孟坚等众多文人墨
客都曾在这个树下待过。可惜的是，在随后的漫
长岁月里，松风台景点不断被毁，至抗战时期，松
风台的诸多景物在战争中被破坏，到新中国成立
时，松风台仅有一个土堆和这棵古银杏树还傲然
耸立。据原先居住在松风台的老人回忆，这棵银
杏树曾经遭到过猛烈的雷击，当时树身都发黑
了，有些地方都裂开了，但想不到仍顽强地活了
下来。2009年，为保护古树筹建了古树文化公
园，2021年由于古树长势衰落，对其进行了复壮。

根据2017年古树名木普查和2019年古树名
木后备资源普查发现，全市现有古树名木46株，
其中一级古树2株（树龄500年以上），二级古树4
株（树龄 300年-499年），三级古树 36株（树龄
100年-299年），名木 4株。古树后续资源（树龄
80年-99年）34株，大树资源 163株（树龄 50年-
79年）。

三月时节，春意正浓。一条条宽阔平
坦的城乡道路旁，林木丰茂、绿意葱茏；一
座座精致玲珑的街角公园内，层林蓊郁，
花繁香溢；一汪汪清冽澄澈的河道里，绿
植翩翩、错落有序……一城春色，只此青
绿。

满目的生态美景，离不开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的悉心耕耘。近年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积极践行“两山”理念，以“林
长制”工作为抓手，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
动，加强生态资源管护，深化长治长效制
度，凝心聚“绿”擦亮金平湖生态底色。深
耕细作之下，铺展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大美画卷。

凭借盈盈生态硕果，去年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收获了全省林长制考核优秀单
位、全省林业科技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全
省湿地保护修复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全省
林业行政许可案卷优秀等荣誉，在推动现
代林业高质量发展路上交出了一份亮眼
的“生态答卷”。

以“林”添景

开拓国土绿化“新格局”

草长莺飞三月天，恰是人间好时节。
眼下，在新埭镇大齐塘村，芳草茵茵、绿树
绵绵，万余颗乔木正萌发蓬勃生机，宛若
一幅清新自然的写意油画，惹人沉醉。在
这幅美丽的画卷上，绿色无疑是最醒目的
底色。

“去年我们以‘一村万树’示范村创建
为切口，围绕森林生态建设、质量建设和
文化建设，因地制宜开展了多种绿化模
式，共种植乔木 10830株。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还在自然村落、河道等进行了水杉
片林、造型景观绿化、榉树绿道等乔木及
草皮的种植和铺设，村庄人口集聚区域可
视范围内宜林地全部实现绿化。”大齐塘
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顾亚杰介绍
说。去年 12 月底，在省林业局公布的
2022年度浙江省“一村万树”示范村名单
中，大齐塘村与林埭镇徐家埭村共同上
榜，为全市生态绿化建设提供了鲜活“样
板”。

执“绿”为笔，向美而行。去年，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新增百万亩国土绿化
行动”和“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为切入点，聚力拓展全域绿色空间，全年
共完成百万亩国土绿化造林面积 327亩，
完成任务的121.1%；完成千万亩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工程面积4069亩，其中战略储备
林面积 915.7亩、美丽生态廊道面积 3153
亩，完成任务的 187.8%。在成功创建 2个
省级“一村万树”示范村的同时，还助力钟
埭街道沈家弄村创建成为省级生态文化
基地。除了精心“增绿”，该局还稳步推动
古树名木资源保护工作。近日，松风台银

杏古树文化公园更是上榜第一批浙江省
古树名木文化公园名单，在全市绿色“成
绩单”上再添浓重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为广泛调动各方护绿
植绿的责任感与积极性，去年我市将城乡
绿化工作列入“城乡秀美工程排名战”，以
每月排名的形式倒逼各镇街道扛牢生态
担当，不断提升全市绿化质量。此外，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创新探索“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模式，积极推广“浙里种
树”小程序，引导公民以可视化、可量化的
植树固碳行动，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
量。

“今年我们将全面推进年度绿化造林
工作，完善绿化长效管理机制，保护好森
林建设成果，不断夯实金平湖璀璨明珠的
绿色底色、生态根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林业管理科（林业工作站）科长张秀玲
介绍说。据悉，今年全年我市计划完成绿
化造林面积 1000亩，其中改造提升面积
200亩、中幼林抚育面积 800亩，创建新仓
镇秦沙村、钟埭街道钟埭村2个省“一村万
树”示范村，以及独山港镇赵家桥村1个省
级以上生态文化基地。

以“长”统林

守好生态管护“责任田”

钟埭街道大力村是我市有名的绿色
村庄，拥有国家级第一批绿色村庄、浙江
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嘉兴市绿化示范
村等多张名片。作为村里的“掌门人”，大
力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冯建卫兼任村
林长，在村庄绿化和生态建设中倾注了大
量心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也是最具潜力的资源财富。”冯建卫告
诉记者，在推动村庄生态建设工作中，他
始终坚持将村庄绿化和森林管护摆在突
出位置，一方面，以目标责任制考核为导
向，认真履行林长职责，加强常态化巡查
监督工作，及时解决巡林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切实保护好林业资源；另一方面，结合
村里实际，将每年3月定为大力村“造林绿
化突击月”，广泛发动村民加入护绿植绿
行列，见缝插针打造义务植树基地。另
外，他还将绿化工作与各自然村建设评
比、与小组组长考核挂钩，严格实行“三包
四定”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村庄绿化质量
和美化效果，加快推动绿色效益向经济效
益转变。去年，冯建卫被评为“全国绿化
劳动模范”，成为嘉兴市唯一获得该荣誉
的林长。

以“长”统林，林得长“治”。早在2021
年 12月，我市便第一时间转发了上级《关
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提出“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全
面建立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林长体系，
同时设立林区警长、技术林长，充实护林
员队伍，完善‘三级林长+网格护林员’责
任体系”。去年，先后召开总林长会议、制

定配套制度、印发考核办法、颁布第一号
总林长令，将野生动物保护、森林火灾和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四
个平台”，基本构建起了市、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林长制管理体系，形成森林湿地资
源网格化管理格局。据统计，全市现有三
级林长 306人、警长 105人。在“林长制”
牵引下，三级林长坚定守好“责任田”，有
序开展巡林护林工作，并积极做好野生动
物保护、森林火灾防控、绿化养护管理等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确保山有人管、
树有人种、林有人护、责有人担。去年，我
市林长制考核位列嘉兴市第一，并成功斩
获浙江省优秀县市荣誉。

当下正值春季植树造林的黄金季
节。日前，我市发布了2023年度一号总林
长令《关于加快春季绿化造林 加强当前
森林资源保护的通知》，对全年绿化造林
工作提出了目标和要求。三级林长以令
为号，广泛发动，掀起了春季植树造林的
热潮，营造了浓厚的爱绿、护绿、植绿氛
围。

以“制”谋远

筑牢长治长效“安全墙”

今年 3月 3日是第十个“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
合法院、公安局、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
等部门，前往新仓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巡
护活动。其间，检查组先后实地检查了餐
饮门店、农贸市场等地，查看是否存在贩
卖、销售野生动物行为，并积极做好相关
宣传工作。当天，检查组还对镇域部分林
地进行了巡护，对检查到的捕鸟网等进行
了拆除并销毁。

以联动协作方式加强野生动物保护，
是我市以“林长制”工作为统领，创新建立
的“平湖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的内容之一。“通过‘林长制+联动
协作’的模式，能够让野生动物‘保护网’
更加严密，也能让‘林长制’工作得到有效

补充和延伸，进而达到动态、长效的管护
效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管理科
（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李春耀介绍说。依
托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司
其职、各尽其能，合力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宣传、监督管理、救助保护、案件查处等工
作，有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维护了生态
平衡。

在严把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关”的基
础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在森林资源
安全上谋长治、促长效，不断健全工作机
制，大力推行“林长制+综合防治”模式，围
绕“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两
个纬度，以问题为导向，多措并举推动森
林质量管护水平提升，确保森林资源和生
态安全。

聚焦森林防火工作，通过及时更新防
火宣传设施、发送提醒短信等方式，增加
宣传密度，做到防患于未然，去年委托移
动公司发送森林防火提醒短信11万多条；
与相关责任人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压紧
压实各方职责，并以“防火码”“森林智眼”
等智慧监控手段，快速精准落实火灾预防
和扑救措施，去年共制止违规用火 28起；
扎实开展森林火灾实战拉动演练、秋冬季
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等，以练为战，筑牢
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与此同时，科学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工作，组建专业检测队伍，分组分片开
展美国白蛾诱捕设备监测数据采集，实现
美国白蛾常态化监测；创新开发“美国白
蛾智防应用”小程序，依托数字化管理系
统，提升对美国白蛾等有害生物的精准监
测和治理水平，去年全市共捕获美国白蛾
5298头。立足“抓早、抓细、抓严”，做好幼
虫灭杀工作，去年共完成药物喷洒作业除
治面积 500 余亩次，重点区域围草诱蛹
1000余株，防治工作实现“不成灾，不扰
民”。去年我市美国白蛾监测防控工作还
在全省森防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介绍，为各
地做好美国白蛾防控提供了借鉴模板。

不动产登记快速高效
收获企业致谢锦旗

■通讯员 费佳燕

“非常感谢你们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让我
们公司在一天内就把注销和抵押都完成了！”

近日，嘉兴瑞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一面写
有“优质服务为企业 高效透明助发展”字样的锦
旗送到了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窗口，表达对该
中心为企业提供专窗“直通车”服务的感激之情。

自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设立专窗“直通车”
服务以来，“一站式”接受企业咨询、材料审核，助
力后台审核“上高速”，实现企业登记“即办结”。

今年2月，瑞丰投资开发公司代理人携带企
业登记资料，来到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窗口，办
理企业抵押注销和再抵押登记手续。窗口工作
人员以娴熟的业务流程，跑出登记“加速度”，只
用了短短2个多小时就为其办理完275套房产的
抵押注销和再抵押手续，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
成本及办事成本。

锦旗上熠熠生辉的字迹，既是鼓励，又是鞭
策。中心全体人员表示，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
情、优质的服务水平，为企业和群众出实招、办实
事、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