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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彭有冬参观临安雷竹高效示
范基地

�

【概况】 临安是浙江省 ９ 个重点

林区县（市）之一、全国唯一一个

加入国际示范林网络的县（市）。

全市林业用地面积 ２６．０４万公顷，

森林蓄积 １０２０ 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 ７６．５５％。

２０１４年，全市实现林业产业

总产值 １６４．４２亿元（含木竹苇浆

造纸），比上年增长 １．０６％。其中，

竹产业 ３１．９８亿元、坚果食品产业

５８．８ 亿元（含山核桃产业 ２６．６亿
元）、木材产业 ６．６７ 亿元、花卉苗

木产业（含杨桐和柃木）２．７ 亿元、

森林旅游产业 ９．３亿元、野生动植

物开发利用产业 ４．５７亿元。规模

林产品加工企业 ８００ 余家，其中

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１０ 家。“东竹

西果”高效商品林基地 ９．８７万公

顷，其中，竹林 ６．６７ 万公顷、山核

桃林 ３．２ 万公顷。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

全市累计流转山林面积 ２．７２万公

顷，林下经济经营面积 １３．３３万公

顷，其中竹林 ６．６７万公顷、山核桃

３．０７ 万公顷、森林景观利用 ３ 万

公顷、林下养殖 ０．１３万公顷。

组织企业参加“首届中国绿

色碳汇节”竹文化艺术展演、中国

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等活动；

推进新型林技推广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召开市竹文化研究会首届会

员大会；启动碳汇基金临安专项，

募集专项资金 ４００ 余万元。市林

权管理中心制订《临安市破解林权

抵押贷款难题工作初步方案》，全

年上报抵押贷款贴息申请 ７２００
份，实际争取省财政贴息 ５３５．３８

万元，连续三年位列全省第一名。

完成新增林权抵押贷款 １．２ 亿元，

累计 ９．２亿元，贷款余额 ４．１亿元，

直接受益农户 ６５００余户。

开展以“为民 务实 清廉”为

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走访农村 １０１ 个、村民

３６０余户，解决问题 ９０余个；认领

“微心愿”２３个，领办其他社区服

务项目 １４７ 个；走访企业 ２５ 家，

解决问题 １２ 个。推进“三改一

拆”“四边三化”工作，完成年度

新增绿化 ９３ 千米，其中，公路绿

化 ５２ 千米、河道绿化 ４１ 千米，林

相改造 １２１．２公顷，创建省级森林

村庄 ２ 个。完成林地流转 ３３０ 公

顷、碳汇造林 ３３３．３３公顷、森林抚

育增汇 ２０００公顷。

【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发
布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由中

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省林业厅和

临安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农户森林

经营碳汇交易体系发布会在临安

召开。原林业部副部长、中国绿色

碳汇基金会理事长刘于鹤，省林

业厅副厅长杨幼平，国家林业局

有关司局、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建

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华东林业产

权交易所、杭州市林水局、临安市

政府、新华社等单位人员，北京、

海南等有关省（市）代表及国际组

织代表 １９０ 余人出席会议。中国

绿色碳汇基金会秘书长李怒云发

布临安“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

体系”框架内容和运行模式。该体

系参照有关国际规则，结合中国

国情和林改后农户分散经营森林

的特点及现阶段碳汇自愿交易的

国内外政策和实践经验，以临安

市农户森林经营为试点，涉及项

目设计、审核、注册、签发、交易、

监管等环节。体系内容包括《临安

市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管理暂

行办法》《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方法学》、首批试点 ４２ 户农户森

林经营碳汇项目设计文件、《林业

碳汇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农户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注册系统、华

东林业产权交易所林业碳汇交易

托管平台等。发布会上，中国建设

银行浙江省分行以每吨 ３０ 元的

价格购买试点项目的首批碳汇减

排量 ４２８５吨，４２户农户成为全球

图 １０５

概 述

林 业 199



（2015）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发布会在临安召开图 １０６

首批进入林业碳汇自愿交易体系

的农民群体。１２ 月 ５ 日，市林业

局副局长朱永军在联合国气候大

会中国角系列多边会议上介绍全

球首个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

实践经验。

【亚太地区社区林业支持者论坛】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亚太地区

社区林业支持者论坛在临安举

行，东南亚 １１ 个国家的林业主管

部门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社区

林业管理和执行人员 ２５ 人参加。

论坛由亚太地区社区林业培训中

心、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主

办，临安市林业局承办，旨在向亚

洲发展中国家展示中国的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经验和民生林业实

践，交流各国先进经验和做法。论

坛围绕社区林业工作方法在农村

林业改革中的应用，采取课堂讲

授、案例分析与交流互动、实地考

察等方式，组织各国学员研讨社

区林业在亚太地区林业改革发展

中的应用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

展方向，交流各国社区林业政策

制度，分享社区林业在林业改革

中的实践经验，探讨相关问题的

解决思路。

【张艳红等到临安调研集体林权
流转和林下经济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３０ 日，国家林业局计财司副

司长张艳红、林改司副司长李军

带领中国林科院科信所、中国林

业产权交易中心、国家林业局经

济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人员 １０
人，到临安调研集体林权流转和

林下经济发展情况。调研考察组

走访考察市林权管理中心、太湖

源镇万亩雷竹示范园区、临安高

云竹笋专业合作社、岛石镇康之

林山核桃专业合作社和浙西大峡

谷公司，了解临安林权管理中心

建设情况、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

林权流转和林下经济运行现状。

【全国林业科技推广暨科技特派
员工作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１９
日，全国林业科技推广暨科技特

派员工作会议在临安召开，国家

林业局副局长孙扎根，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程渭山，省林业厅副

厅长吴鸿，临安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敏出席会议；浙江、安徽、广西、

福建、陕西林业部门负责人及科

技特派员代表 １２０ 人参加。会议

总结全国林业科技推广工作和科

技特派员科技创业行动取得的成

效和经验，分析林业科技推广工

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研究部署

下一阶段林业科技推广工作；为

国家林业局酒泉（瓜州）国家科技

特派员创业基地等 ８家入选 ２０１３
年国家级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创

业基地和创业培训基地的单位授

牌，邀请林业科技推广工作典型

单位负责人、典型科技特派员 ６

人作交流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到

太湖源镇横徐村、锦北街道潘山

村参观雷竹丰产栽培技术示范

点、铁皮石斛育苗和栽培技术示

范点。

【《临安市山核桃栽培标准化示范
区项目》获批】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临安市山核桃栽培标准化示范

区项目》被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批

准实施。该项目实施期限为 ３年，

实施期间，临安市通过“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推行

山核桃产业化经营，围绕产前、产

中、产后全过程标准体系，实行统

一标准、统一指导、统一检测、统

一采购、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品

牌“六统一”管理模式，采用山核

桃林地生态修复、测土配方施肥、

绿色防控、山核桃外果皮综合利

用等技术。

【浙江省第三期农民技术带头人
培训班】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２３ 日，

浙江省新型林技推广体系暨临安

市第三期农民技术带头人培训班

在临安市召开。杭州市林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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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总站、临安市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及 １５０ 余名农民技术带头人

参加培训。邀请浙江农林大学相

关专家讲授食品安全相关知识、

山核桃林地施肥管理技术、山核

桃可持续经营、香榧夏季管理技

术、雷竹退化林改造技术等课程；

组织农民技术带头人参观岛石镇

岛石村山核桃安全采收网应用示

范点、太湖源镇万亩雷竹基地，到

临安市山核桃文化体验馆农民学

堂参加专题讲座。

【首届市竹文化研究会会员大会】
（参见《社会组织》栏目“市竹文化

研究会”分目）

【胡国良被授予“全国最美森林医
生” 称号】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临

安市森林检疫站高级工程师胡国

良被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

总站授予全国“最美森林医生”称

号。胡国良，浙江临安人，１９８１年
参加工作，长期从事山核桃、竹笋

等经济林木病虫害防治。先后承

担和参加“山核桃主要病虫害发

生规律研究”“山核桃丰产稳产

技术推广”“食用竹笋病虫害综

合研究”等 １０ 余项重要课题和项

目。调查研究山核桃花蕾蛆、山核

桃干腐病等山核桃病虫害，提出

防治办法和有效药剂。开展竹笋

病虫害研究，带领课题组查清临

安 ６４ 种食用竹的主要病虫害，发

现新种 ３ 种、中国新记录 １ 种，并

详细研究 １０ 余种主要病虫害生

物学特性和发生规律，填补国内

空白。每年开展各类林业科技培

训会、现场会 ２０ 余期，培训农户

１０００ 余人次。在省级以上刊物发

表论文 ２０ 余篇，出版《竹笋病虫

害防治》《山核桃病虫防治彩色图

谱》，获省、杭州市各类科技奖项

３０余项。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参加杭州

市重点项目“山核桃新品种选育

及高效培育技术研究”，３ 年共推

广山核桃新品种 ３ 万公顷，促进

农户增收 ２．４亿元。２００４年，他被

评为“全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先进个人”。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市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印发《关于印发 ２０１４ 年打造

美丽临安全民义务植树行动方案

的通知》《关于迅速开展“我为百

里画廊、千里画卷建设增绿添彩”

义务植树活动的通知》，结合“四

边三化”“三改一拆”“五水共

治”、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推进

创建森林村庄、建设美丽乡村、绿

富家园等重点工程项目。

市林业部门配合市委、市政

府“百里画廊 千里画卷”建设、太

湖源美丽乡村精品线、天目山美

丽乡村精品线、浙西民俗风情精

品线创建工作，根据实施方案和

下达的整治工作任务，召集绿化

科、种苗站、森林资源管理站等科

室（站所）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讨论相关整治工作，每个整

治节点进行摸底调查，委托浙江

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对重要节点

进行规划设计，编制绿化方案，调

剂绿化苗木。全年整治“百里画

廊”杭徽高速公路沿线节点 ２６
处，完成太湖源精品线节点整治 ６
处、天目山美丽乡村精品线林相

改造点 ５ 处。

全年完成绿化造林 ２５０７ 公

顷，为目标任务的 １００％，其中，迹

地更新 ８８８公顷、封山育林 １０６６
公顷、人工造林 ５５３公顷。２９．５万
市民参加义务植树和“四边绿化”

行动，全民植树 １０２ 万株，营造珍

贵树木 １７．５５万株，完成森林通道

沿线林相改造 ６６．６６公顷，创建临

安市级森林村庄 １０ 个，锦南街道

横岭村、於潜镇横鑫村创建成为

省级森林村庄。

【亚洲景观级森林恢复示范林独
特途径项目启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日，亚洲景观级森林恢复示范

林独特途径项目启动会暨第一次

专家指导委员会在临安市召开。中

国、印度、菲律宾等国的示范林代

表与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

组织签订《亚洲景观级森林恢复示

范林独特途径协议》。该项目由亚

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资

助，亚洲示范林网络单位实施。通

过该项目实施，提高利益各方应用

良好示范林技术能力，实现退化林

地恢复，改善林区人民生活，增强

亚洲示范林网络各成员与国际示

范林网络及其他国际组织、政府部

门之间的联系，分享森林恢复的成

果和信息。至 ２０１４ 年，亚洲示范

林网络有示范林 ７个，国际示范林

网络有示范林 ６０ 个，临安市是中

国唯一一个加入国际示范林网络

的县（市）。

【生态公益林建设】 ２０１４年，临安

市建立全市护林巡护考勤系统，通

过招投标方式与中国电信临安分

公司签订项目合同，总投资 ７０ 万

元。至年底，护林巡护系统全部建

成并运行。市林业局联合市财政局

绿化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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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临安市竹文化产品在北京市竹文化活动中心展销

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资金直拨到户工作的通知》。

全年举办生态公益林培训班 ３ 批

次，培训公益林护林员和监管员

４００余人。全市 ８５６４７．５公顷的公

益林全部参加省政策性农业保险

共保体森林火灾保险业务。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全市有“东竹西

果”高效商品林基地 １０．１９ 万公

顷，其中，竹林 ６．６７ 万公顷、山核

桃林 ３．５２ 万公顷。全市竹笋投产

面积 ５．２９ 万公顷，竹笋产量 ２４．４
万吨，第一产业产值 １０．０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２．０５％。全市有竹笋

万元户 １２８０３ 个、竹笋 ５ 万元户

８７１ 个、竹笋超 １０ 万元户 １３６个。

山核桃产量 １．１５万吨，第一产业

产值 ８．６３ 亿元，增长 ７５．０５％。建

立雷竹退化林改造示范区，改造

退化竹林 １６６６．６６ 公顷。实施山

核桃生态化经营 １６６６．６７公顷；新

种香榧 １２ 万株，种植面积 ２８０ 公

顷，有香榧育苗基地 ２５ 公顷、香

榧专业合作社 ４２家。

建立以首席专家、林技指导

员、责任林技员为核心的新型林

技推广体系，完善市、镇、村、户四

级新型林技推广体系，建立竹笋

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服务团队。举

办农民技术带头人培训班 ２ 期，

培养农民技术带头人 ４３人。全年

自检“天目雷笋”鲜笋 ８２３ 个批

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 ３２ 个

批次。测定测土配方施肥土样

１０５ 个。实施“千里富民林道”建

设，完成富民林道 ３００千米。组织

企业参加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

博览会等活动。推进电子商务，开

设临安山核桃网上销售旗舰店。

【实施“花旗基金会帮扶脱贫能力
建设计划”】 ２０１４ 年，临安市横畈

竹笋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可持续

竹加工企业发展项目”▲的基础

上，继续与花旗银行合作，实施

“花旗基金会帮扶脱贫能力建设

计划”。该计划利用花旗基金会基

金，运用浙江农林大学和市林业

局的雷竹生态、高效、可持续经营

技术，以每户最高投入不超过 １
万元、一对一的帮扶方法，科学管

理贫困户竹林，实现每投入 １ 万

元成本最终产生 １ 万元到 １．５ 万

元经济效益的目标。通过帮扶提

高结对户的自我致富能力，经 ３～５
年运作，实现贫困社员脱贫致富。

９月 ２日，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和国际竹藤组织在四川宜宾市

举行“中国可持续竹加工企业发

展项目”五年成果总结与报告发

布会。临安市竹产业协会和横畈

竹笋专业合作社应邀参会。临安

市“运用合作社平台推广使用林

业实用新技术为社员服务”的案

例和科技推广模式引起举办方、

与会代表及媒体记者关注，中国

经济网、凤凰财经、《经济日报》等

１０余家主流媒体进行报道。

▲中国可持续竹加工企业发
展项目：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
震后启动，旨在帮助四川地震受灾
群众通过竹制品生产和加工，恢复
正常生产和生活、解决生计、增加
收入。该项目由花旗集团基金会出
资，国际竹藤组织主持实施。 ２０１３
年，临安市横畈竹笋专业合作社通
过与花旗基金会合作，依托浙江农
林大学和市林业局的技术，在 ６．６７
公顷竹林中使用雷竹早出覆盖和
退化林改造技术。雷笋产量由平均
每亩 ８５０ 千克提高到 １０００ 千克，
亩产值增加 １６５０ 元。

【《临安市山核桃生态化经营基地
建设总体规划》 通过评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临安市山核桃生态

化经营基地建设总体规划》评审会

在钱王酒店举行。省林业厅、杭州

林水局相关专家参加规划评审。该

图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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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限 ８ 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

计划建成产地环境生态化、生产过

程生态化、产品质量生态化的山核

桃生态化经营基地 １．３３ 万公顷。

规划实施过程中，坚持以生态环境

优先原则，推广应用山核桃生态化

丰产稳产综合技术和无公害标准

化栽培，提高基地的生态化经营水

平，促进山核桃产业规模化经营。

经评审，专家组同意通过《规划》评

审，建议修改完善后，按规定程序

报批实施。

【征占用林地项目审批】 ２０１４ 年，

全市办理林地审批项目 ３３１ 个，

其中，建设项目征占用林地审核

８５ 个，面积 ２０２．５１ 公顷，收取森

林植被恢复费 ９７０．９９万元；临时

占用林地项目 ５个，面积 ７．０４公
顷，收取森林植被恢复费 ３１．０５万
元；林业生产服务设施项目 ２４１
个，面积 １１１．９８ 公顷，其中，林区

道路项目 ２２４ 个，面积 １１１．８７公
顷。完成千里富民林道 ３００千米，

总投资 ３４５０ 万元，落实各级财政

补助资金 １０３６ 万元。

【香榧产业建设】 ２０１４ 年，全市新

种香榧 １２ 万株，折合面积 ２８０ 公

顷，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０％，其中

０．６７ 公顷以上连片基地 ２００ 公

顷。培育香榧育苗基地 ３．６７公顷，

重点培育“２＋３”以上造林大苗▲。

至年底，全市累计种植香榧 １２２
万株，其中，实生苗 １０２ 万株、嫁

接苗 ２０ 万株。在建采穗圃 ４．６７
公顷，总产苗量 １３８万株。建成香

榧示范村 ２１ 个、香榧专业合作社

４２ 家、家庭农场 ２５ 个；有香榧加

工厂 ３ 家，年加工香榧鲜果 ４２．５
吨。全年举办香榧培训班 １１ 期，

培训社员 ６５０ 余人次，发放资料

１０００余份。

▲“２＋３”以上造林大苗：指实
生苗培育 ２ 年， 进行嫁接后再培
育 ３ 年的苗木。

【概况】 ２０１４ 年，全市共发放林木

采伐许可证 １３５９份，蓄积 ７．５７万
立方米。简化采伐作业设计，取消

毛竹抚育采伐许可和木材成品运

输证发证手续。办理运输证 １５５３
份、植物检疫证 ３２３２ 份。开展爱

鸟、护鸟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

发放野生动植物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宣传画 ６００余套。建设村级

森林消防队 １１ 支，“引水灭火”

（即“引水上山、以水灭火”）的森

林消防队 ５ 支。全年共出动宣传

车 ８００ 余车次，悬挂横幅 ４００ 余

条，张贴标语 ２０００ 余条，发放宣

传单、学生卡等宣传资料 ５ 万余

份，发送手机短信 ４万余条。全市

发生森林火灾 ６ 起，过火面积 ９．９
公顷，全市未发生重特大火灾和

人员伤亡事故。结合“三改一拆”

整治风暴和砂石作业综合整治工

作，开展林地执法专项行动，查处

林地违法行为 ２８ 起，发送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５８ 份。

【３ 片森林获 “浙江最美森林”称
号】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省林业厅

公布“浙江最美森林”评选结果，

天目山古树群、清凉峰原始森林、

青山湖水上森林获“浙江最美森

林”称号。此次活动由省林业厅于

３ 月启动，经征集和推荐、公众网

评、专家评审等环节，评选产生

“浙江最美森林”５０ 片、“浙江最美

森林”提名奖森林 １４ 片（浙西大

峡谷森林、太湖源峡谷森林获“浙

江最美森林”提名奖）。天目山古

树群以古柳杉为代表，有古杉、古

松、古枫、古栎、古银杏等古树名

木 ５５１１株。清凉峰原始森林为濒

危、珍稀物种的集中产地和长江

三角洲地区重要的物种基因库，

有高等植物 １９７６ 种、脊椎动物

２８３ 种、昆虫 １８００ 余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 ６ 种、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３２ 种；青山湖水上森林

面积 １６．６７公顷，种植有垂柳、池

杉 １０００余株。

【“林地执法” 专项行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市林业局牵头，联合市国土

资源局、市水利水电局，就全市非

法采砂、采矿、非法占用林地情

况，开展“林地执法”专项执法行

动。经查，全市有非法采砂采矿和

非法占用林地点 ９８ 个，其中，非

法采砂采矿点 ６１ 个、非法占用林

地点 ２８ 个、河道采砂点 ９ 个。按

照各自职责，市林业局依法查处

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毁坏森林植

被、毁坏林木、擅自开挖林地建房

的行为 ２８ 起。发送“责令停止林

地违法行为通知书”５８份，涉及林

地面积 ９．３６公顷；立案查处林地

行政处罚案件 ２３ 起，移交森林公

安 ３起，刑事拘留 ３人。对违法占

用林地面积较少、毁坏程度较轻

的，提出复绿方案，要求业主签订

“违法占用林地覆绿保证书”，责

令其限期严格按照复绿方案进行

复绿，并向镇（街道）交纳复绿保

证金；对公益性、政府投资及取得

市发展和改革局立项的项目，指

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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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其报批林地征用、占用审批手

续。加强杭徽高速公路、０２省道、

１６ 省道桐千线等公路“四边三化”
▲区域日常巡查力度，全年出动巡

查人员 ２０００ 余人次，制止涉林违

法行为 ２０余起。核查林地改造项

目 ４７块，规划面积 ３０１．９９公顷。

▲“四边三化”：指浙江省委、
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在公路边、铁
路边、河边、山边等区域（简称“四
边 ”）开展洁化 、绿化 、美化行动
（简称“三化”）。

【“打击乱采盗挖珍稀野生植物”
专项行动 】 为遏制破坏天目杜

鹃、红豆杉、木榧、银杏等珍稀野

生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２０１４ 年 ３～６ 月，市林业局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打击乱采盗挖珍稀野

生植物专项行动。３ 月 ２４ 日，发

布《关于严厉打击乱采盗挖珍稀

野生植物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

公布违法行为种类、各单位职责、

处罚方式及举报联系方式等。利

用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宣传保

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在全市

各主要干道悬挂横幅 ５０ 条，张贴

《关于严厉打击乱采盗挖珍稀野

生植物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６００
余份，发放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

根据群众举报，经过实地调查取

证，掌握全市乱采盗挖野生植物

的个人、苗圃和市场信息，确定重

点整治对象。专项行动共登记重

点擅自采挖人员 ８８ 人，登记被非

法采挖的杜鹃 １８００ 株、青枫 ７５０
株，市民主动上交私自采挖的野

生植物 ７２２ 株。

【松材线虫病综合防控】 ２０１４ 年，

市林业局推进松材线虫病综合防

控，与 ９ 个重点镇（街道）签订“松

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

全市组织开展春秋松林疫情普查

２ 次，普查面积 ４．０５ 万公顷，涉及

小班 １２９３０ 个。完成松树打孔注

药 ６ 万瓶，实施面积 ７３．３３公顷；

松褐天牛喷药防治 １６６６ 公顷，挂

置诱捕器 １００ 只，清理枯死松树

４２８０余吨。改造松树林林相面积

７３．３３公顷。开展“绿剑护林”检疫

执法专项行动 ６ 次，出动执法人

员 ５０ 人次，检查企业 ５０ 余家，发

放宣传资料 １２０余份。

（潘军强）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概况】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临安市西北部浙、皖两省

交界处。１９５６ 年，天目山成为全

国森林禁伐区。１９７５年，天目山

成为省级重点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６
年，天目山成为生物多样性、文化

多样性及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为

重点的综合型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所辖面积 １０１８公顷。１９９４ 年，

面积扩大至 ４２８４公顷。１９９６ 年，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成员。２００６年，天目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全国自然保

护区示范单位。

天目山自然条件优越，生物

资源丰富，被誉为“生物基因库”。

天目山有病原真菌 １９５ 种、大型

真菌 ２７９ 种、地衣 ５０ 种；高等植

物 ２３５３ 种，其中，国家保护野生

植物 １８ 种、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 ３９ 种、国家保护野生动物 ４２
种、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４５
种；动物 ４７２７ 种，其中，昆虫类

４２０９ 种、蜘蛛类 １６６ 种、鱼类 ５５
种、两栖类 ２１ 种、爬行类 ４８ 种、

鸟类 １５４ 种、哺乳类 ７４ 种。天目

山是世界模式标本产地，有模式

标本产地植物 ９２ 种，其中以“天

目”命名的 ３８ 种；有模式标本产

地动物 ７４５ 种，其中以“天目”命

名的 １２７ 种。保护区成为全国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及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等 ２９ 所院校的实习

基地。

２０１４年，天目山管理局投入

２００ 余万元，开展野生动植物、环

境监测；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疫情

疫病日常监测，监测线路 ４０００ 千

米。开展松材线虫病预防工作，完

成全区 １６１．７ 公顷松林枯死松树

调查登记上报 ３ 次。与市水利水

电局水文监测站合作开展水文监

测；与市气象局合作开展基础气

象自动观测。

全年接待科研考察单位 ３８
个，计 １１０ 批 ５５２人次；接待 ３８
所院校教学实习人员计 ３９ 批

２８５１ 人次；接待参观科技馆人员

５８ 批，计 ３０２６ 人次；接待旅客

１８．１３万人次。走访上海、江苏、安

徽、浙江等地与天目山共建教学

基地院校 ２０所。

实施古柳杉群综合保护工

程，５～１０ 月，投工 ４６２ 工，消耗营

养液、杀菌剂、杀虫剂、生长调节

剂 ２０１９ 桶，喷施柳杉 １８９７１ 株。

开展红色之旅、爱鸟周、野生动物

保护宣传月、临安市科技宣传周、

科普宣传日等宣传活动，悬挂横

幅 ４ 条，张贴标语 ２０ 张，发放保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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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一种未曾记录的鸟———
橙腹叶鹎

护区相关法律宣传册 ５００ 册，展

出国家保护动植物和浙江省重点

保护植物宣传图版 ２２ 块，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 １０００余册。完成生态

定位站建设，总投资 ４５９．５３万元，

其中，基础设施及附属工程

２０６．０７ 万元、设备购置 ２１５．２１万
元、其他费用 ３８．２５万元。建设永

久性植物样地 ２１ 块、综合观测塔

１ 座、测流堰 ２ 座、地表径流场 ４
个、水量平衡场 ３ 个、标准气象观

测场 １ 处，气象、土壤、植物生理

等观测设施设备完成安装。天目

铁木原生地保护范围由原来的

６００ 平方米扩大至 １３００平方米。

投入 １００ 余万元，修缮防水

池 ６ 只，清理防火隔离带 ２５ 千

米，抚育生物防护林带 １２ 千米，

种植防火树种红叶石楠 １ 万余

株，添置一批扑火工具。出动宣传

车 ２００ 余次，悬挂防火横幅 ２０
条，插立防火彩旗 １００ 面，发放

“进山须知”“告家长书”各 ３０００
余份；启用东关保护站和火焰山

瞭望塔。组织实施天目山灵山福

地精品线打造工程。全年，拆除天

目山管理局宿舍楼、宝剑石饭店

等建筑 ５ 处，面积 １５００ 平方米，

修缮周恩来演讲纪念碑、南大门

门楼立面、开山老殿、禅源寺围

墙，完成禅源寺寺内绿化和禅源

寺山货市场景观覆绿。编制完成

《临安天目山景区生态公园景点

设计方案》，制作景区标识、标牌。

申报、实施科研项目 ６ 个，发

表学术论文 １４ 篇、科普文章 １
篇，天目山管理局主持浙江省林

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天目

山植物多样性与珍稀濒危物种保

育关键技术研究》获浙江省科学

技术二等奖。为《浙江通志·天目

山卷》《杭州市林业志》补充资料。

开展《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总体规划》《浙江天目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修

编工作。

是年，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加入中国野生物动物保护协

会保护区委员会。在浙江省级以

上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考核

中，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

评为优秀单位。６月 ２２日，西泠

名家“袁道人家”创作基地在天目

书院揭牌。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
入自然保护区采伐管理改革试点
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省林业厅

印发《浙江省集体商品林和自然

保护区采伐管理改革试点方案》

（浙林资〔２０１４〕４８ 号），天目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入自然保护

区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区。集体商

品林和自然保护区采伐管理改革

试点是浙江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的重要内容之一。试点内容：允许

采伐自然保护区内竹子，清理自

然保护区内自然灾害木及对保护

对象有害的林木。根据浙江省改

革试点方案，天目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天目山

管理局）制订《天目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实施方

案》，重点对危害自然植被和生物

多样性的毛竹林进行抚育、更新；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恢复地带性森林

植被，国有林内毛竹纯林由 ７５８
株／亩减至 ２６０～２８０ 株 ／亩；清理

对保护区保护对象有不良影响的

林木。８ 月，该试点实施方案通过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科学研究

所、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省林业

厅、浙江农林大学、市林业局等单

位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评审。

【省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
设立】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省林业

厅批复在淳安、临安、安吉、海宁、

义乌等 １２ 个县（市），建立省级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 １４个。１２
月 １８ 日，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省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

设立，下设监测点 ４ 个、监测线路

４条。每天开展巡查监测，对区域

内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的活动情

况进行观察记录。实施信息日报

图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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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每天 １１ 时把信息报送至省

管理总站。全年，天目山管理局培

训监测人员 ５０余人次。

【《天目山动物志》（第三卷）出版】
２０１４年 ８月，《天目山动物志》（第

三卷）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

行。该卷由天目山管理局与浙江

农林大学合编，主编吴鸿、王义平、

杨星科、杨淑贞。该志主要记录动

物种类、自然地理分布、生物学习

性、经济价值和利用等内容，规范

各类动物物种的种名和学名，记录

特有种、珍稀种、经济种等重大物

种保护管理、研究利用等。该卷经

野外标本采集，鉴定动物计 ４ 纲

１７ 目 ７０ 科 ２６１ 属 ３８５ 种。全书

７８ 万字，开本 ７８７ 毫米×１０９２ 毫

米，印数 １０００ 册，定价 １２０ 元，浙

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承印。

【第三届天目山文学作品征文活动】
２０１４年 ３月 ２９ 日，以挖掘和弘扬

天目山文化为主旨的第三届天目

山文学作品征文颁奖活动在临安

市图书馆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天目山文化遗迹恢复和修

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赛文，副

市长裘小民，市政协副主席楼沛

明，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连

生，天目山管理局局长吕建中等

出席。该活动由天目山文化遗迹

恢复和修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杭州市作家协会、浙江农林大

学人文学院、市文联、天目山管理

局等单位联合举办。征文活动始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共收到全国各

地文学爱好者以天目山为题材或

背景的文学作品 ７０９件。经评选，

何贤寿获成人组一等奖，孙庆丰

等 ５ 人获成人组二等奖，王芳等

１２ 人获成人组三等奖；章懿等 １０
人获学生组一等奖，张媛等 ２０ 人

获学生组二等奖，张馨等 ３０ 人获

学生组三等奖。在颁奖活动中，李

赛文致辞并对天目山文化保护提

出要求，举办部分获奖作品节选

内容朗诵，何贤寿发表获奖感言，

吕建中回顾总结二年来天目山文

化遗迹的恢复和修建工作。

【天目山诗书画印展】 为促进天

目山文化与临安国石文化相融

合，推动临安国石文化发展，２０１４
年，天目山文化遗迹恢复和修建

工作领导小组、市文广新局、市文

联、天目山管理局联合举办天目

山诗书画印展。分别于 ６月 ２２～２８
日在天目书院、７月 ２２～３０ 日在临

安市图书馆举行。展出天目山历

年收藏的沙孟海、陆俨少、黄胄、

叶浅予等书画名家作品 ４０ 余件，

许明农篆刻作品 １件，西泠印社、

中国书协名家为天目山创作篆刻

作品 ５１件，观展 ２０００余人次。

【天目山第三届“金秋之夜”文艺
晚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中国

梦、天目情”天目山第三届“金秋之

夜”文艺晚会在天目山景区举行。

晚会由市总工会、天目山管理局、

天目山镇政府主办，天目村、浙江

天目山旅游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临

安太湖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等单

位承办。天目山镇政府、天目山景

区主要负责人及附近村民、“农家

乐”游客等 ２０００ 余人观看文艺晚

会。晚会设《欢天喜地》《等你来》

《节日欢歌》等曲艺节目 ２０余个，

并开展天目村民“好家风”评选颁

奖和天目山知识有奖问答活动。

【实施天目山“引水灭火”森林消
防工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天目山管

理局实施天目山“引水灭火”森林

消防工程。“引水灭火”是浙江省

森林消防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该工程总投资 ６５ 万元（其中杭州

市林水局拨专款 ５０ 万元），在火

焰山山顶修建 ５０立方米蓄水池 １
座，山下建 ２０ 立方米接水池 １
座，从山顶蓄水池沿防火隔离带

向两侧埋设水管 １９００ 米，埋设消

防栓 ８ 个，配备扬程 ５００ 米进口

高压水泵 ４ 台，高压水泵把接水

池里的水抽到山顶蓄水池。

【设置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界碑界桩】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根据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的要

求，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界

碑界桩设置完成。该工程总投资

２０ 余万元，投工 ２００ 余工；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

确立保护区范围，在全区设置界

碑 ８ 块、界桩 １４５ 块，进行编号，

ＧＰＳ定位。界碑、界桩按照国家林

业局设计标准制作，界碑材料采

用青灰石石材，界桩材料采用芝

麻白石材。 （刘海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天目山动
物志》出版

图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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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概况】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地处浙江省临安市境内，与浙

江淳安县，安徽绩溪县、歙县、宁

国市交界，保护区最高峰清凉峰

海拔 １７８７．４ 米。１９８５ 年，清凉峰

成为浙江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８
年 ８ 月，扩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１９９９年 １１ 月，建立浙江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以下简称清凉峰管理局）。保护

区由龙塘山森林生态系统、千顷

塘野生梅花鹿区域、顺溪坞珍稀

植物区域组成，总面积 １．１２万公

顷。区内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多样

性突出，是中国重要生物多样性

的聚集地，也是濒危、珍稀物种的

一个集中产地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有高等植物

１９７６ 种、脊椎动物 ２８３种、昆虫

１８００ 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６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３２
种。该保护区是全国野生动物保

护科普教育基地、中国林业书法

家协会———清凉峰创作基地、浙

江省生态环境教育示范基地、浙

江省生态道德教育基地、杭州市

环境教育基地。

２０１４年，清凉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业务

知识和法律法规学习，组织人员

参加杭州市森林消防演练。投资

２６万元，完成千顷塘危旧房改造

配套设施工程；投资 ２０ 余万元，

实施千顷塘保护站园路绿化工程

和千顷塘哨卡工程；建成顺溪坞

保护站土建项目；埋设界桩、功能

区碑 １３５ 块，配备森林消防摩托

车 １ 辆；申报杭州市林水局“引水

灭火”建设项目，申请补助资金 ５０
万元。开展防火宣传，张贴防火标

语 １０００ 余张，发放防火宣传册

１２００余册。开展各联系村森林消

防、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保护宣

传、生态公益林管理及社区共建，

加强城乡帮扶、社区联防建设，解

决保护区民众饮水、道路等困难。

清理部门职权，推行权力清单制

度，梳理和上报审批事项，编制行

政审批事项权力运行流程图。联

合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学、杭州

师范大学、浙江博物馆等科研院

所，开展清凉峰华南梅花鹿种群

生存力及扩繁技术研究，完成

１１．４ 公顷梅花鹿扩繁试验场扩建

工程，繁殖梅花鹿幼仔 ５ 头；启动

象鼻兰、华榛、小花木兰、巴山榧

树、膀胱果极小种群保护项目，实

施象鼻兰监测和人工授粉，组织

科研人员到陕西采集象鼻兰标

本。启动《清凉峰总体规划》修编

工作，由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

划设计院承办；编撰出版《清凉峰

木本植物志》《浙江清凉峰昆虫》，

拍摄梅花鹿保护专题片《鹿鸣清

凉峰》。与浙江大学签订协议，启

动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开展禽流

感监测和松材线虫病春季调查工

作；申报浙江清凉峰自然保护区

管护能力提高项目、“巴山榧树、

天女木兰、膀胱果野生种群保护

及繁育研究”、清凉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浙

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

资源开发与共建共享工程等；配

合龙塘山景区开发商———杭州临

安清凉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东

变更，浙江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

限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全年种

植珍稀树种高山杜鹃、红豆杉

１．３３ 公顷，间伐中幼林 ３３．３３ 公

顷，申报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１ 个，

改造杉木低产林 ２００ 公顷，营造

生物防火林 ３ 千米，改良干坑林

区梅花鹿栖息地 １３．３３公顷，申报

国家木材战略储备林 ２３３．３３ 公

顷，启动林道建设项目 １千米。

是年，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在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规

范化建设考核中获优秀等级；被

浙江省林业厅和省生态文化协

会授予“浙江省生态文化基地”

称号。

【顺溪坞保护站项目建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月，顺溪坞保护站项目建成。

该项目为清凉峰国家级保护区三

期国债项目之一，１ 月 ２０日动建，

由清凉峰管理局主管，浙江上水建

设有限公司承建。总投资 ４５万元，

总建筑面积 ２４０平方米，呈两层钢

筋水泥结构。该项目填补顺溪坞区

域保护站点空白，控制进入顺溪坞

区域人数，监控、保护顺溪坞生态

及生物多样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设置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界桩

图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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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扩繁试验场扩建】 为解

决原有围栏内的食物量不足，限

制了华南梅花鹿的生存及种群发

展的困境，２０１４年 ３ 月，清凉峰国

家级保护区梅花鹿扩繁试验场扩

建工程建成。该工程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启动，位于清凉峰国家级保

护区千顷塘区域，扩建面积 １１．４
公顷，实际完成 １２ 公顷，总投资

７６．６ 万元；扩繁试验场依山势而

建设，围栏材质为钢丝网，栏高 ３
米，围栏长 １４００ 余米，围栏内设

计有多个功能区块和视频监控设

备。工程由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

计院有限公司承建，浙江清凉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理，

临安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

理。至年底，繁殖梅花鹿幼仔 ５
头，共有华南梅花鹿 ２０头。

【拍摄 《鹿鸣清凉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科普教育影片《鹿鸣清凉峰》

拍摄完成，在临安电视台等媒体

播放。该专题片由浙江清凉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出资，浙

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杭

州浙山浙水广告有限公司、杭州

方寸影像有限公司联合制作。历

时两年多，摄制组通过野外探寻、

拍摄采集，形成野生华南梅花鹿

珍贵影视资料 ３０００余段。科教片

内容涉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保护

区概况及华南梅花鹿的形态特

征、栖息环境、生态习性、种群动

态、科普宣传、生态研究、保护网

络建设、栖息地改良、野外救护、

种群扩繁等，总时长 ２３ 分钟，制

作光碟 ３００ 张。

【《清凉峰木本植物志 》 出版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清凉峰木本植物

志》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志由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农林大学合作编撰，主编金孝锋、

金水虎、翁东明、张宏伟，责任编

辑季铮。主要记录浙江清凉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邻近地区木

本植物，共记录野生和习见栽培

木本种子植物 ９０ 科 ２９７ 属 ６４６
种 １２亚种 ５７ 变种。全书共两卷，

第一卷有自然概况、种子植物分

科检索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

物门胡椒科至豆科；第二卷有被

子植物门芸香科至百合科。介绍

每种植物名称、形态特征、产地、

生长环境、分布及经济用途，并附

图。全书 １１５０ 千字，正文 ７４４ 页，

开本 ７８７ 毫米×１０９２ 毫米，印数

１０００册，定价 ３８８元。

【《浙江清凉峰昆虫》 出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浙江清凉峰昆虫》由中

国林业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浙江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浙江农林大学合作编写，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河北大学、南京农业大

学、西南大学、南昌大学、浙江自

然博物馆等高校和科研院所 １００
余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主编王

义平、童彩亮，副主编吴鸿、翁东

明、程樟峰、郭瑞，责任编辑刘家

玲。历时 ８年，共采集浙江清凉峰

自然保护区昆虫及部分无脊椎动

物标本 ２０ 余万个，记录保护区内

昆虫种类 ２７ 目 ２５６ 科 １５９８ 属

２５６７ 种，其中包括新属 １ 个、新种

４５ 种、中国新记录种 １１ 种；蛛形

纲 ２６科 ７８ 属 １０２种、淡水贝类 ７
科 ９ 属 １０ 种、陆生贝类 １２ 科 １９
属 ２２ 种、环节动物 ３ 科 ４ 属 １８
种、淡水蟹类 １ 科 １ 属 １ 种等无

脊椎动物类群，发现 １ 个新种和

多个中国新记录属种。全书 ７１０
千字，正文 ３８８ 页，开本 ８８９ 毫

米×１１９４ 毫米，定价 １００ 元，北京

中科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姜飞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清凉峰木本植物志》《浙江清凉峰昆虫》出版图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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