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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宣威市林长制相关制度机制运行效果的思考

朱家诺 张金玲 严 芳
宣威市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 要：对宣威市林长制会议制度、巡林制度、信息工作制度、督察制度、协作制度、考评机制、森林警长制

度、“检察长+林长”制度共8项制度运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针对制度运行方面存在的总体不平衡、认识有差距、履
职有待加强、林长通APP不够畅达、保护与发展不够协调、林业经济产业质效偏低等问题，提出强化制度运行保障的
思路，并提出提高认识，强化履职尽责，加强督促检查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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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进一步压紧压实宣威市

各地各部门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责任，提高林长制制

度机制运行质效，夯实林草业基础建设能力，大幅提升

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功能，助推全市林草业高质量发

展，笔者对宣威市林长制工作的8项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
了分析研究，特提出参考建议。*

1 概况

1.1  基本情况
宣威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国土面积6052.6km2。林

地面积为347666.7hm2，辖29个乡（镇、街道）369个村
居委会（社区），其中有林业用地分布的村居委会（社

区）有344个。自2021年12月全面启动林长制工作以来，
宣威市严格按照中央、省、曲靖市有关林长制工作的安

排部署，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目前，全市林长制工作

总体运行平稳，各级各部门均不同程度的予以重视，及

时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构建了工作体系，制定实施

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坚持以林长制为统领，全面加强林

业生态和森林资源保护，积极推动森林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有效促进了宣威林产业可持续发展。

1.2  制度机制建立和运行情况
2022年5月底前，宣威市市乡两级制定出台了会议制

度、巡林制度、信息工作制度、督察制度、协作制度、

考评机制、森林警长制度、“检察长+林长”制度等林长
制工作长效机制。8项制度建立以来，各项制度机制运行
相对顺畅，运行相对平稳。

1.3  制度运行效果
宣威市充分发挥林长制制度机制优势，层层压实各

项机制制度落实责任，将各项制度机制落实情况作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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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督促、考核评定的重要依据予以落实，有力推动了

宣威“生态资源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生态修复、森林草

原灾害防控、林草领域改革、生态富民产业发展、林草

业基础建设”等工作任务落实。通过实施8项制度，在很
大程度上有力推动了林草资源保护发展制度化、规范化

进程，且制度运行效果明显[1]。

1.3.1  林草资源保护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宣威市对全市林草资源实行网格化管理，落实了市

乡村三级网格责任，全市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能力得

到全面提升，森林草原资源、湿地资源管理得到全面加

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控工作实现了全覆盖，林草自

然灾害预防防控措施明显加强，林草业综合执法水平持

续提高，市域全民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林业资源管护意识

进一步提升，森林草原湿地资源得到全面保护，市域森

林草原的生态屏障的“防火墙”得到进一步夯实。

1.3.2  国土绿化水平全面提高
自实施林长制以来，宣威市以“绿美宣威”建设为

抓手，大力开展国土绿化和绿化提质行动，全市新增荒

山造林面积1533hm2，绿化道路6条85公里，绿化村庄132
个，提质绿化城镇5个，绿化湖库8个，提质绿化城镇绿
化用地8.2hm2，建设义务植树基地52个104hm2，完成义

务植树528万株，提质绿化庭院3896个，提质绿化小区8
个。市域绿化覆盖率明显加强，全市森林质量得到进一

步提升，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1.3.3  林草民生产业日益壮大
自启动林长制工作以来，宣威市以花卉苗木产业、

森林康养旅游、林下种养、特色经济林果产业培育为重

点，立足培育特色产业，大力开展民生产业培育；累计

培育花卉苗木3280万株（丛），价值2.5亿元，东山芙
蓉、普立峡谷风光等森林旅游景点景区建设有序推进；

建设林药种植基地6个54.7hm2、开展林粮间作335hm2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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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万元、建设林菌种植基地4个35hm2产值达250万元，
林下养殖出栏牲畜3680头（只）产值达560万元，累计提
质改造核桃、刺梨、花椒等经济林果1868hm2，巩固新一

轮退耕还林27334hm2，新增加苹果、花椒、油茶等栽植

127hm2，林草产业经济蓬勃发展。

2 制度运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2.1  对林长制机制运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部分干部群众对推行林长制各项工作机制的认识还

有差距，对制度运行的重要性、必要性、真正内涵认识

有待提高，对林长制工作缺乏深入了解，简单认为林长

就是负责整个森林资源管理的，推行林长制是林业部门

的事。

2.2  制度运行情况不平衡
在全市29个乡（镇、街道）和344个有林村（居委

会）中，31%的乡（镇、街道）、27.3%的村（居委会）
8项制度运行良好，41.4%乡（镇、街道）、35.5%村（居
委会）林长制制度机制运行较好，27.6%的乡（镇、街
道）、37.2%的村（居委会）8项制度运行相对较差，在
会议制度落实、协作机制落实、乡级督察制度落实、巡

林制度落实、森林警长制落实、信息制度落实、档案资

料管理等方面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市林长

制推行水平的全面提升。

2.3  “一长两员”履职尽责有待加强
全市有市乡村三级林长1429人（其中市级46人，乡

级351人，村级1032人），村组专管员3509人，纳入智
慧平台管理的护林员673人。从使用APP巡林的情况看，
90.8%林长履职到位，9.2%的林长未按要求使用APP巡
林，未使用APP巡林的林长均为乡村两级林长；64.2%
的村组专管员履职到位，35.8%的专管员履职不到位；
84.6%的护林员履职到位，35.4%的护林员履职不到位。

2.4  林长通APP体系平台仍有缺陷
省级开发的APP平台软件程序不完善，随时出现技术

问题，各级普遍反映使用APP登录困难，程序冗繁，效率
低下，无法反映巡林护林工作的真实情况，平台建设亟

待优化和改善；部分护林员文化水平偏低、手机老化、

APP操作不熟练等问题，影响了全市林长通APP上线率。
加之从国家林草行业到基层，行业内出现多个APP系统，
不利于林长制统筹推进。

2.5  宣传培训方式相对单一
自林长制启动运行以来，宣威主要采用林长信息公

示、组织培训、广播电视网络宣传等方式宣传林长制工

作，对群众主体的影响不够，群众对林长制改革的要求

了解不多，导致思想观念不能与时俱进，主动参与意愿

和积极性不高，生态文明意识不强，依法保护和合理开

发利用林草资源的意识差，对日常林区环保认识不够，

局部地段林间生产生活垃圾较多，个别地段存在偷砍盗

伐、滥占林地、野外用火等违法违规现象[2]。

3 总体思路

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坚

持依法治林，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高位推动等原则，以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总目标，以保护和增加森林植被、

修复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为手段，以科技为支撑，以调

整林业产业结构和优化林业生产力布局为重点，以压实

制度落实责任为抓手，立足宣威市情林情，努力加强资

源保护，增加森林植被，提升森林草原质量，促进绿色

发展，加快推进林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

打造生态宜居宣威，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对策建议

4.1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夯实林长制运行基础
一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群众思想认识。

严格按照会议制度、信息宣传等制度要求，广泛开展干

部队伍培训、教育，通过召开群众会，张贴标语、广播

电视宣传等途径，加大对林长制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

促使各级林长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和对人民负

责的态度，充分查找制约林长制工作制度运行的原因，

调动各级林长积极性，发挥各部门力量，群策群力推动

制度落实，保障林草业长足发展[3]。

4.2  强化巡林制度和督察制度落实
促进林长制在全市范围内相对均衡运行。在持续完

善8项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建立通报机制、提醒机制、信
息调度机制、跟踪检查机制、问题整改机制、投入保障

机制等基础性工作机制，并充实市乡两级林长办工作人

员，保障各项制度落深落细。

4.3  进一步压实“一长两员”责任
一要充分应用林长制中“高位推动”、“网格管

理”等典型经验，进一步压实市乡村三级林长、村组专

管员、护林员巡林责任，发挥大网格督促中网格、中网

格督促小网格的层级管理办法，层层跟踪督促，压实工

作职责。按照“各方推动，各级负责”的要求，高位促

动，督促“一长两员”认真履职尽责，以改革的意识和

创新精神持之以恒推动林长制工作落实。

4.4  切实解决林长制智慧平台运行不畅的缺陷
通过逐级汇报反映，积极申请省级解决解决系统平

台不完善的问题。同时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培训方

式，加强对县乡两级平台系统管理人员技术培训，提高

平台管理技能；加大对林长通APP使用人员的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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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使用人均能熟练操作APP；同时可采取购买服务的
方式对市乡两级林长制智慧平台系统开展技术支撑和服

务，确保林长制智慧平台林长通顺畅运行。

4.5  创新宣传方式，营造良好的制度运行环境
一是科学编制宣威市林长制宣传方案，经领导小组

会议审定后，印发实施。二是采取网络宣传、广播电视

宣传，印发资料、张贴标语、建立宣传标牌等方式拓展

宣传渠道。三是各级要紧紧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到林长制推行工作

中来，促进全社会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和经济发展能力整

体提升。

4.6  强化重点工作落实和重点项目建设
一是要紧盯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天然林资源保护、

公益林建设、退化林修复、新一轮退耕还林成果巩固、

石漠化综合治理、中央造林补贴等在建重点工程项目管

理。二要立足资源优势，积极包装谋划，争取国家、省

级重点工程项目支持，以实施重点工程项目，助推林草

业全面提质见效[4]。三要对标林长制体系要求，认真梳

理当前林长制制度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措

施，立行立改补齐短板。四要突出资源保护和资源培育

两个方面的工作重点，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工程，开展乡

村、城镇绿美工程建设，实施乡村道路绿色长廊建设，

进一步加强河湖生态廊道建设，推进乡村绿化提质增

效；切实加快退耕还林、绿化造林及林产业项目实施；

切实管好用好护林员队伍，抓死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

等工作。

4.7  进一步加大林产业发展力度
一要统筹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切实

提高林业资源和生态优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要总

体把握，全面分析，发挥林长制制度优势，树立产业

富民、生态富民理念，按照建平台、创品牌、兴产业要

求，强化政府引导，调动群众积极性，坚持产业融合，

业态创新，加快林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要盘活存量，

扩大增量，努力把良好的生态优势转换为经济发展优

势。二是要充分利用可用的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业经

济，切实加大花卉苗木、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种养

等林业经济产业发展力度，强化产学研结合，积极推广

“公司+农户”等新型经营方式，积极扶持大户和科技带
头人，努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和促进产供销一体

化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开发，大力发展绿色无公

害高端林产品，打造“拳头产品”和龙头企业，提高市

场竞争力，推动宣威林产业再上新台阶[5]。

5 结语

通过对宣威市全面实施林长制过程中建立的会议制

度、巡林制度、信息工作制度、督察制度、协作制度、

考评机制、森林警长制度、“检察长+林长”制度建立情
况，以及各项制度机制的度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分析提出了存在的问题，针对各项制度运行方面存在的

问题，提出工作思路对策建议，对宣威市进一步推行林

长制改革，提高改革效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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