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萌生机，冬蓄力量。回眸2024，陕西林业

建设步伐踏实有力，高质量发展沉淀累累硕果。

★全省首次实现全年森林草原防 火

“零火灾”佳绩，彰显林草防火体系坚实有效。

★黄帝陵的苍郁古树群、药王山的翠柏连绵、

佳县的古枣林荫，这些自然与历史交织的绿色瑰宝，

被纳入古树群整体保护，时光流转中愈发茂密。

★在全国率先出台光伏项目草原分区管理

政策，统筹推进新能源开发与草原生态保护。

★“生态云助推林业治理现代化”项目荣登

“数字中国建设典型案例”榜单，智慧林业的

崭新实践，标志着陕西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跃上新高度。

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日出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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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省

林业系统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定“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

示范”的战略定位，聚焦守好黄河流域、秦岭区域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三大屏障”，打好污染

防治和“三北”工程“两场攻坚战”，走好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一条新路子”，以深化拓展“三个年”活动为牵引，以

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行动、守护

祖脉秦岭三年行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关键

举措为抓手，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我省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秦岭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更加

牢固，林业产业发展活力效益全面提升，为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作出了积极贡献。

深化林草领域改革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全省林业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 会精神，聚焦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坚持系统思维抓改革、定方案、

推试点、明举措、抓落实，不断把林草领域重点改革

推深做实。

2024 年 10 月 31 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制定印发《陕西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围绕答好“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

独户怎么办”的“林改四问”，明确加快推进“三权

分置”、科学开展森林经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8项主要任务和23条具体

举措，并支持咸阳市、宁陕县、留坝县、丹凤县等地

开展先行先试，鼓励各地探索创新。全省林业系统将

紧紧围绕“实施方案”具体任务，着力推动各项工作

措施落实落地，以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

释放林地发展活力和林业产业发展效益，为促进全省

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森林生态质量持续提高、林业产业

持续壮大、林区条件持续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奠定坚实基础。

全力主攻防沙治沙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向好

陕西地处黄河“几字弯”腹地，承担着打赢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的重要战略任务。一年来，全省林业

系统按照《陕西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行动方案》部署安排，牢牢把握“创造防沙治沙

新奇迹、力争在西部做示范”的战略定位，紧扣“2025年

全省流动沙地全面得到固定或半固定，2030年全省

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全面治理”的战略目标，以防沙

治沙为主攻方向，以“三北”工程建设为抓手，聚焦

沙化土地全面治理攻坚战、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攻坚战、

渭北旱塬植被恢复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以及

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全面治理行动等 14项行动，

全力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截至目前，工程区已完成营造林 207.28 万亩，治理

沙化土地95.47万亩，种草改良20万亩，流动沙地治理

4.2万多亩，为全面打赢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筑牢

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4年 11月 27日，“三北”工程建设现场推进会

暨国务院“三北”工程协调机制联络员会议在陕西

榆林召开，国家林草局主要领导及有关负责同志，中央

财办、国务院“三北”工程协调机制成员单位负责同志，

以及“三北”地区 13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草主

管部门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我省毛乌素治沙造林、

退化林修复以及省林科院治沙所示范基地建设等工

作成效，并给予高度肯定。

紧盯林草资源管护
筑牢祖脉秦岭生态屏障

2023年 12月，省政府与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了

《守护祖脉秦岭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一

年来，全省林业系统紧紧围绕“行动方案”，加快推进

秦岭国家公园、秦岭国家植物园“双园”省份建设，

秦岭国家公园创建任务全面完成、设立方案通过论证，

秦岭国家植物园被纳入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

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

建设成效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并与四川、甘肃两省同时

公布实施《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

决定》。同时，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主动监测预警，

联合多部门开展2024“清风”“网盾”、虎等陆生野生动

物人工繁育专项整治等专项行动，巩固提升秦岭

“五乱”整治成果，常态化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

违法犯罪行为。全省林业系统建立专业防火应急

队伍 47支、1004人,半专业队伍 489支、10849人,全年

实现“零火灾”新纪录。扎实落实松材线虫病防控

措施，秦岭地区松材线虫病疫情进一步得到遏制，

秦岭生态安全防线更加牢固，水源涵养、固碳释氧、

水土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深化“三个年”活动
推动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初，省林业局制定实施《深化高质量项目

推进年行动方案》《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行动方案》

《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行动方案》，组织召开深化

“三个年”活动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一年来，全省累计谋划储备生态保护修复、生态

资源管护等林业项目 2001 个，较 2023 年增长 23%；

落地实施项目1145个，较2023年增长14.16%；全省林

业投资突破90亿元大关，较2023年增幅达18.03%，其中，

省级财政投入的湿地保护修复资金，位居黄河流域九

省（区）第一。特别是陕西省秦巴山区汉江丹江流域

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已通过国家竞争性评审，

计划利用 3年时间，在汉江两岸和丹江沿线实施国土

绿化 90.98 万亩，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秦岭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提供有力支撑。

探索推行重大项目“容缺受理”审核机制，启动

实施“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即报即审”服务，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审批时间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

大幅提高审批效率；与省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光伏

发电产业使用草原工作的通知》，科学评估全省草原

资源与生态状况，明确建设模式和建设要求，得到国家

林草局的充分肯定。

组织全体干部集中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专题

学习培训，不断规范全体干部履职行为、提升作风

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工项目 1110个，开工率达

96.94%，完成投资55.38亿元；全年依法依规审批使用

林草地2085宗、24.25万亩。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
全省“扩绿”取得新成效

紧盯造林绿化主责主业，严格落实国土绿化落地

上图要求，联合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

于建立国土绿化项目落地上图联合会审工作机制的

通知》，建立落地上图联合会审工作机制，制定并推广

《白于山区集雨造林技术规范》《煤矸石山植被恢复技术

规范》等技术标准，强化国土绿化全过程管理，确保按时

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截至目前，全省完成营造林

606.19万亩，占440.70万亩年度目标任务的137.55%。

同时，在全国率先开展古树名木资源补充调查。

黄陵县被纳入全国首批 4 个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县，

黄帝陵古树群、药王山古柏群、佳县古枣树群保护

项目被纳入全国古树群整体保护工程。

全面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鼓励指导

各地积极策划实施网络尽责项目，全年策划上线各类

尽责项目 155 个，发放劳动尽责证书 46980 张、国土

绿化荣誉证书 8237张，全省超 1311万人次累计栽植

各类苗木6198万余株。

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全省“护绿”取得新突破

认真开展“林长履职能力提升年”活动，创新建立

“林长制＋林草重点工作”机制；编制陕西省湿地保护

规划，在全国率先出台湿地恢复费缴纳相关政策，

41处河流型湿地整个干流以及14处湖泊库塘型湿地

纳入重要湿地管理范围；扎实推进林草湿荒普查，

全省 291 万个不一致图斑地类对接全部完成；出台

《自然公园内开展人为活动管理规定（暂行）》，促进

自然公园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开展林产品质量监督，

完成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建立健全与应急、

消防等部门联动机制，加强防火队伍培训和集中训练，

持续提升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同时，持续开展“护松2024”打击涉松材线虫病疫木

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和“护绿2024”行动，巩固提升

美国白蛾防治成效，全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2.39‰，

远低于国家下达指标；联合省住建厅建立古树名木保护

省市县三级应急报告制度，严守古树名木资源安全底线。

持续推进秦岭野生动植物综合监测站建设，加强

重点旗舰物种野外动态监测，建立野生动植物资源

动态数据库；积极争取创建川金丝猴国家保护研究

中心和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陕西分中心。在渭河

咸阳秦都段成功野化放飞朱鹮 24只，陕北引入朱鹮

成功繁育幼鸟 13 只，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落地

陕西汉中，朱鹮种群复壮与保护研究工作取得新突破。

发展壮大林业产业
全省“兴绿”迈上新台阶

制定《关于加快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关于发展壮大藤编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意见》

等政策措施，下达林业产业及林下经济发展资金1.08亿元，

加快推动林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

截至目前，全省提升改造核桃、枣、花椒等特色

经济林100.15万亩，认定培育省级林业龙头企业5家，

全省主要食用林产品抽样合格率超过国家相关要求；

调整优化 16条生态旅游特色线路，“中华祖脉 大美

秦岭”生态旅游特色线路被国家林草局列为全国生态

旅游特色线路，并在全国推广；选（续）聘脱贫人口

生态护林员 5万余名，发放劳务补助 3.12亿元；全省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总数达159个，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1825亿元，为推动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持续推进“百万亩绿色碳库”试点示范

项 目 ，累 计 建 立 林 草 碳 库 试 点 示 范 基 地 36 个 、

36.86 万亩，设立碳汇计量监测样地 88 组 176 个，为

我省林业碳汇可监测、可核算、可交易提供了重要

基础支撑。

山河万里，不负重托。展望2025，陕西林业将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三二一”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思路，聚焦

林业改革、数字治理与队伍建设等林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环节，统筹推进扩绿、兴绿、护绿与守底线、强能力

各项工作，为建设美丽陕西、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

青山隐隐，毓秀抖擞，向绿而生，向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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