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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仲阳 常 钦 李晓晴

202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意见》，推动构建党委领导、党政同责、
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
盖的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

7 月 13 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关于全面推
行林长制的意见》要求的“确保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长制”的目标已如期
实现，林长制工作步入有效运行、系统深
化阶段。

近 120 万名各级林长守护
林草资源

夏日炎炎，陕西省汉阴县铁佛寺镇
镇级林长、镇党委书记罗涛又来到铜钱
村 巡 查 山 林 。“ 镇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83%，绿水青山来之不易，必须用心护好
每一抹绿色。”罗涛说。在汉阴县，县、
镇、村三级共 892 名林长各自担起责任，
全方位管护全县 99527公顷林地。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党中央、国务院
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维护生态安全、
保障民生福祉的战略高度，就加强林草
资源保护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
署，是我国生态文明领域的又一重大制
度创新。“林长制的全面建立，初步实现
了‘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
人担’。”国家林草局林长制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林长办主任、资源司司长徐济
德介绍，目前全国共设各级林长近 120

万名，各省均由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担任总林长，已基本建立上下衔接、职
责明确的林长制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
逐步形成保障有力、运行有效的制度体
系，林长制工作步入有效运行、系统深化
阶段。

下一步如何推深做实林长制？
国家林草局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周少舟介绍，国家林草局将
在制度完善、运用、见效上持续发力，完
善制度集成和制度供给，真正促进林长
制发挥实效。科学开展林长制督查考核
激励，强化结果运用，充分发挥正向激励
作用。全面强化林草资源保护管理，指
导各地创新资源管理机制，加强生态保
护修复，强化执法监督，保护生物多样
性，持续增强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稳
定性。

严格考核，多方参与，林长制
真正落地见效

小暑时节，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
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密林深处，又响
起摩托车引擎声。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西
坑保护站林长严芳与同事们又来这里巡
山护林了。每天 10 小时以上的工作、10
千米以上骑行加步行的奔波，守护着天
目山的林海。

为让全区三级林长管护责任真正落
实到位，更好发挥林长在促进林业生态
保护发展中的作用，临安区建立完善激
励机制，每季度对各镇街和有关单位森
林资源保护和林业工作完成情况综合赋

分，并根据得分情况绘制林业发展指数
五色图，每季度定期通报。“表现突出的，
予以表彰奖励；工作不力的，问责约谈。”
临安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朱永军说，三
级林长协同工作、创先争优，临安的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 81.93%，还赢得“国家森
林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称号。严芳
还曾多次被评为护林防火先进个人。

“林长制的核心和关键在于落实。”
徐济德说，除了通过制度建设将责任落
实到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身上，还要强化
基层基础，积极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加
强林业工作机构建设，出台护林员管理
文件，解决森林草原保护发展“最后一公
里”问题。

一早，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
店下村护林员田月顺戴着红袖标，带着
小喇叭来到他负责的山林。他打开手机
里的“智慧林长”APP，点击“上班”，选择

“今日任务”，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田月顺介绍，一旦发现森林火情、病

虫害、盗砍滥伐等，只要在 APP 中点击
“报事”，就可以照相、摄像、语音上报，第
一时间将这些情况传到平台，有关工作
人员就能尽快处置。吉州区林业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发仁说，护林员用上智能化
设备巡山护林，切实做到了“源头有人
巡、后台有人盯、问题有人查”。

江西省林业局副局长刘宾介绍，近
年来江西打造智慧管理平台，全面应用
林长制巡护系统，实时记录护林员巡山
轨迹和发现的问题，还开发了林长巡林、
资源动态监测等系统。平台运行以来，

全省护林员共上报各类事件 43435 起，
处理办结率达 99.4%，真正实现了资源
保护的源头治理。

为更好将林长制落到实处，各地广泛
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近日，安徽省滁州
市林长办向首批6名林长制公益监督员颁
发了聘书。监督员将深入一线，通过走访
及时发现林业保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收
集基层关于林长制的意见建议。

“林长制发源于基层的鲜活实践，人
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林长制做实走深
的重要力量。”周少舟说，基层的生态护
林员、草原管护员、民间林长等，都是群
众参与的生动实践，通过实行网格化管
理、设置林长制公示牌等，基层的老百姓
既是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的管理者，也是
监督员，“下一步还要创新方式，鼓励公
众参与，形成林草资源保护合力，共同为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努力。”

林长制促进“林长治”，生态
受保护、经济得发展

江西省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十几
棵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直
插云天。村里显著位置都立着林长公示
牌，牌上各级林长的姓名、责任区域、工
作职责、监督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
长水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林长肖光成说，
推行林长制后，村里的党员们自发承担
起红豆杉一对一管护责任，保护红豆杉
也成了乡亲们的自觉行动。

林长制促进“林长治”。“得益于林长
制的推动，全国森林草原资源保护不断

提质增效。”徐济德介绍，2021 年全国林
草行政案件发生数量同比下降 21%，松
材线虫病发生面积、病死树数量分别下
降 5.12%、27.69%；全国森林火灾次数、受
害森林面积、因灾伤亡人数同比分别下
降 47%、50%、32%。

滁州市南谯区施集镇的芦柴河万亩
麻栎产业基地里，林海浩瀚，生机盎然。

“麻栎浑身是宝，在咱林农眼中，那可是
摇钱树！”滁州市昌春木炭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杜昌春说，合作社吸纳了 1.2万户农
民，重点经营麻栎人工林 2 万公顷，深耕
食用菌、柞蚕养殖和生物质发电等相关
产业，年产值超过 10亿元。

安徽省林业局副局长齐新介绍，安
徽各级林长扎实推进护绿、增绿、管绿、
用绿和活绿“五绿”行动，建立了市县两
级林长直接联系基层林长、直接联系林
业产业基地、直接联系林业经营主体“三
个直接联系”工作方法。其中，在科学

“用绿”方面，积极培育木本粮油、特色经
济林、苗木花卉、竹藤等新兴产业和生态
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不断拓展“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途径，有效
促进“生态受保护、经济得发展、农民得
实惠”。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徐济
德说，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不断完善林
长制制度体系，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
金山银山做得更大，为建设美丽中国、守
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据《人民日报》）

林长制全面建立，步入有效运行、系统深化阶段——

青山有人管 责任有人担

本报讯 （记者尹 倩） 7 月 15 日上
午，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山西省公安机关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的举措和工作成效。

2022 年 4 月，党中央、山西省开展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专项行动以来，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迅速响应，全力出
击，加强线索排查，强化案件侦办，全力
追赃挽损，加强宣传发动，在全社会形
成了打击整治的强大声势，取得了明显
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已破获
养老诈骗案件 669 起，其中现案 485 起、
积案 18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47 人，打
掉涉养老诈骗犯罪团伙 22个，追赃挽损
金额 1.58 亿余元，为广大老年人营造了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以实际行动维护
了全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 是 加 强 线 索 排 查 ，确 保 核 查 到
位。山西省公安机关向社会公布了多
种举报渠道，引导群众积极主动提供违
法犯罪线索，主动深入老年群体开展全
面摸排，精准摸排各重点领域线索。同
时针对全国专项办“12337 智能举报平
台”下发线索，对重点线索逐项建档登
记，深度研判，跟踪盯办，确保每一条线
索核查处置到位。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省公安厅已办结省专项办转来的涉养
老诈骗线索 1797条，立案 50起。

二 是 强 化 案 件 侦 办 ，确 保 打 击 到
位。山西省各地公安机关精准打击整
治养老投资诈骗、老年保健品诈骗、涉
众型经济诈骗等突出违法犯罪，以重点

突破带动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对跨区
域、团伙化犯罪循线深挖，抓幕后、铲窝
点、打平台、断资金、追逃犯，形成强力
震慑。专项行动以来，太原、大同、晋
中、长治、晋城、运城等地破获了一批大
要案件。

三是全力追赃挽损。山西省公安
机关与市场监管、银保监等部门积极配
合，清查犯罪分子资金流向，及时查封、
扣押、冻结诈骗所得资金，全力追缴赃
款赃物。同时，加大对涉案财产甄别、
审查、认定力度，做好涉案财物清运、财
产变现、资金归集和清退等工作，最大
限度挽回受害群众的经济损失。截至
目前，全省公安机关追赃挽损金额达
1.58亿余元。

四 是 加 强 宣 传 发 动 ，营 造 良 好 氛
围。山西省各级公安机关充分利用微
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快手等网络媒
体平台、业务窗口、户外电子显示屏等
载体积极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民警
上门入户面对面向老年人及子女讲解
涉养老诈骗手法、防范措施及发放线索
征集公告；以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咨询服务等形式，就如何防范非法
集资、传销、合同诈骗以及购买保健品常
见的“陷阱”进行宣传。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全省共举办主题宣传活动 639次，发
放宣传册、宣传资料 52 万余份，悬挂宣
传标语 1.7 万余幅，电子屏滚动宣传 8.1
万余次，制作宣传片 721部，发送新媒体
信息 930条，阅读量达 126万余次。

破获养老诈骗案件669起

山西公安机关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 张 维

近日，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完成督察反馈。

至此，从 2015 年底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开始试点 ，到 2018 年完成第一轮督
察，并对 20 个省（区）开展“回头看”；从
2019 年 启 动 第 二 轮 督 察 ，到 今 年 上 半
年，分六批完成了对 31 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两个部门和 6 家中
央企业的督察。

目前已公开的 262 个典型案例中，
涉及环境污染包括基础设施短板等问题
的占 48.5%，涉及生态破坏、影响可持续
发展等问题的占 33.2%，涉及弄虚作假
等生态环境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的占 18.3%。

曝光典型案例已成常态

据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介绍，截
至目前，第一轮督察和“回头看”整改方
案中明确的 3294 项整改任务，现在总体
完成率达到 95%。第二轮前三批整改方
案明确的 1227 项整改任务，半数已经完
成。第四、五、六批督察整改正在积极有
序推进。

在 督 察 中 ，经 常 会 有 典 型 案 例 曝
光。在今年 3 月下旬启动的第二轮第六
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完成督察
进驻后不久的 4月 6日，即通报了一批典
型案例。例如，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河北省发现，承德市兴隆县
生态修复治理问题突出，有的甚至以修
复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八卦岭乡、挂
兰峪镇 32 家废弃无主危险矿山地质环
境综合治理项目由唐山中地地质工程有
限公司实施治理，但现场抽查发现，百砬
沟废弃矿山不仅没有按要求开展生态修
复综合治理，反而在原开采面上继续开
矿，原需综合治理面积为 2 公顷，目前开
采破坏山体面积已超过 3.8公顷。

4 月 14 日 ，又 通 报 了 一 批 典 型 案
例。例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内蒙古自治区发现，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棋盘井区域水资源管理长期宽
松软，违法取水用水问题突出，地下水取
水量长期为一笔“糊涂账”，实际开采量
远远大于上报开采量和许可开采量。部
分企业大量违法违规取水，其中 9 家混
凝土搅拌企业年总用水量为 3 千万千克
至 4 千万千克，均没有合法取水手续，生
产用水全部私自外购地下水；红缨焦化
未按取水许可证载明的水源和水量用
水，私自大量购买各类非法渠道的地下
水，仅 2021 年非法购水就超过 40 万立方
米。

4 月 26 日，新的一批典型案例又在
督察中被通报。例如，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江苏省发现，淮安市
建成区内水体黑臭问题突出。2021 年
淮安市对建成区 51 个水体开展季度性
监测，有 27 个水体出现黑臭情况，其中

文渠四个季度监测结果均为黑臭，洪福
河三个季度监测结果为黑臭。淮阴区盐
河小区于 2021 年完成截污改造，现场督
察发现该小区新建管网存在多处破损，
大量污水从破损处直排河道，周边水体
重度黑臭。

充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为何要选择案例曝光？选择又有何
标准？翟青近日揭开了谜底。

“公开典型案例是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聚焦突出问题、压
实环保责任的重要举措。”翟青说。

据介绍，案例的选择大体上有三个
方面考虑：一是污染严重、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包括向江河湖海恶意排污、
一些大量工业废物违法违规倾倒在河
道、一些黑臭水体、严重的黑臭水体、大
量的黑臭水体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
重滞后等问题。

二是涉及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包括在保护区违规开发
建设、违规围海填海、违规围湖占湖、违
规毁林建房、违规进行野蛮矿山开采等。

三是那些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突出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更是
要严肃查处，坚决予以纠正。”翟青说。

翟青认为，曝光典型案例充分发挥
了警示震慑作用，推动了问题整改，人民
群众高度关注，网友纷纷留言点赞。

值得注意的是，曝光负面典型案例

在今后将不会是唯一的方式。翟青透露，
近期正在对督察整改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安排了督察局的同志分成若干组进行调
研，对整改力度大、成效突出、人民群众认
可的，将形成一些正面典型案例。

“案例不仅仅是做得不好的，对一些
做得好的，我们也是要有一些案例，通过
这种方式充分发挥激励先进、交流工作、
引领带动的作用。”翟青说。

对整改任务清单化管理

记者注意到，很多案例中都存在着
地方整改不彻底，久拖不决甚至敷衍整
改、虚假整改等问题。对于这一社会关
注的问题，翟青回应称，“大家关注发现
问题，但是大家更关注这些问题的整改
情况，因为督察最终成效是要体现在问
题的整改上。”

今年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强调督察整改是重要的政治
任务，并对整改的职责分工、工作程序、
监督保障和纪律要求等内容作了明确规
范。

翟青介绍说，从实际工作中看，督察
整改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做法。首先
是建立机制，把整改的责任、流程、要求
都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办法》明确了
省级党委和政府是整改的责任主体，主
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在省级层面
还要建立督察整改领导机制，把责任压

实。《办法》还明确在每批督察反馈以后，
被督察对象要实事求是、科学地制定督
察整改方案，提出整改目标、路径措施、
完成时限等，并且要求在规定时间里抓
细抓实整改落实工作。督察整改方案和
整改落实情况都要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

其次是紧盯不放，目前所有的督察
整改任务都实施清单化的管理，采取多
种调度和盯办的方式进行督办。“对一些
重点督察整改任务，都会定期到现场盯
办核查，有些是一个月一次、有些是两个
月一次，有些是半年一次，有些问题可能
是一年一次，一些重点问题都会安排督
察局同志到现场去。每次现场的核查都
要形成盯办报告。”翟青说，如果发现有
督察整改不力的情况，视情采取通报、督
导、约谈、专项督察和移交问责等多项措
施，有效地传导压力、拧紧螺丝，目的是
推动地方真正把问题整改到位。

最后就是两手发力，充分发挥舆论
监督和引导作用。对于发现的虚假整
改、敷衍整改等问题，及时公开曝光，严
肃处理。当然，对于做得好的，也要及时
地宣传，引导地方做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法
研究室主任刘洪岩研究员表示：“环保督
察是在既有的环保法律体系框架内对环
境执法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强化，也是解
决当前环境突出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当务
之需。” （据《法治日报》）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已公开262个典型案例

近两成涉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财政部

中央财政已下达3.992万亿元
本报消息 日前，在 2022 年上半年

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国
库支付中心副主任薛虓乾介绍，今年以
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研究将更多资金纳入直
达范围，资金总量约4万亿元。

薛虓乾表示，根据直达资金监控系
统数据统计，截至 6月底，约 4万亿元直
达资金中，中央财政已下达 3.992 万亿
元，下达比例为 97.9%，具备条件的资金
已全部下达，尚未下达的主要为据实结
算项目。地方财政已将 3.625万亿元分
配到资金使用单位，占中央财政已下达
的90.8%，促进资金及时落实到位。

人社部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4万人

本报消息 日前，人社部发布上半年
就业形势有关情况，1-6月，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 654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9%，符合时序进度。从各地情况看，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任务完成快于时序进度，但受局部
疫情影响，3 个省份进度偏慢。城镇调
查失业率阶段性走高后出现下降。一季
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5%，处
于较低水平。4 月份为 6.1%，受疫情影
响走高，5月份为 5.9%，有所回落，6月份
进一步好转。

央行

数字人民币试点已拓展到15省市

本报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司司长邹澜日前介绍，数字人民币试点
从原来的“10+1”试点地区拓展到 15个
省市的 23 个地区，深圳、苏州、雄安新
区、成都 4个地方取消了白名单限制，并
吸收兴业银行作为新的指定运营机构。

邹澜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在试点地区大力
支持下，人民银行会同各参研机构，扎实
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稳步扩
大试点测试范围，持续创新特色应用场
景，延伸数字人民币服务触角。围绕稳
经济大盘这个大局，数字人民币通过智
能合约等特色功能，在保民生、促消费、
扩内需、稳增长中积极发挥作用。

据介绍，截至 5 月 31 日，15 个省市
的试点地区通过数字人民币累计交易金
额约 830 亿元，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的
商户门店数量达456.7万个。

水利部

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

本报消息 水利部近日出台《母亲河
复苏行动方案(2022—2025年)》，组织开
展母亲河复苏行动。母亲河复苏行动聚
焦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两大问题，从
各地的母亲河做起，强化综合治理、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分级负责，一河(湖)一
策，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本次行动重点关注三类河湖：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
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河湖；县级以
上行政区域的母亲河，在本区域经济、
社会、文化中地位突出，对防洪安全、供
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具有重要
保障作用或发挥重要影响的河湖；水生
态环境问题突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修
复措施合理、可操作性强、修复效果显著
的河湖。

河北

提升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

本报消息 日前，河北省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的若干措施》，全面提升河北政
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更
好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

其中，围绕全面提升全省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服务能力，若干措施明确，各级
各部门能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支撑业务办理的，不再单独建设系统，与
政务服务相关的信息化项目初审、立项
时，项目建设部门应当征求同级政务服务
管理部门和平台管理部门意见。完善统
一身份认证体系，各级各部门政务服务业
务系统使用统一的身份认证，实现“一号
服务、全网漫游”。建设省、市一体协同的
政务大数据体系，按需归集各类政务数
据。完善政务数据供需对接机制，满足不
动产登记、社会保障、市场主体准入准营
等重点领域以及人口、法人、地名、信用等
普遍性数据需求。加强政务数据全生命
周期安全防护，强化个人隐私、商业秘密
保护，确保政务网络和数据安全。

新闻速读

入夏以来，进出新疆
吉木乃口岸车辆数量不断
增长，民警全天候全时段
对进出口岸边境辖区的车
辆及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确保口岸区域安全。图为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吉木
乃边境管理大队口岸边境
派出所移民管理警察对进
出中哈口岸区域的班车及
货车进行通行证的检查。

石晓坤 杨 超摄

本报消息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一周年之际，
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上海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上海环境能源
交易所（简称“上海环交所”）和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简称“上海联交所”）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上海环交
所交易大厅举办首届“2022 中国国际碳
交易大会”（简称“大会”）。

截至 7 月 15 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

配额（CEA）累计成交量超 1.94 亿吨，远
超同期欧盟及韩国市场成交量，位居全
球碳市场首位，累计成交额近 85 亿元
人民币。

全国碳市场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启
动以来，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首批纳入
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覆盖
约 45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顺利收官，履约完成

率达 99.5%，成交均价 42.85元/吨。
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司长李高指出，全国碳市场促进企业减
排和碳定价的作用初步显现，得到了国
内外的高度关注和评价。下一步要积
极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出台，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交易制
度、管理水平等方面，逐步扩大全国碳
市场行业覆盖范围，提升市场相关参与
方的综合能力水平。

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一周年 成交量位居全球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