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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一支队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安宁的“地方专业扑火队”隶属安宁

市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大队，是一

支半军事化管理的专业队伍，发生重

大火情时由应急救援大队统一调配指

挥，其余时段由各街道属地管理。这

一管理模式，能在发生险情时，做到

迅速出动、有效扑火救林。

普洱市是全国唯一的绿色经济

试验示范区，如何在保护好林草资源

的同时，实现“林下掘金”？普洱市

在全省率先推行“六级森林资源网格

化”管理新模式，以市、县（区）、

乡（镇）、村委会、村民小组、护林

员为职责主体，建立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六级森林资源管理长效机制。

目前，普洱市林草综合产值居全省

前列，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有效转化。

云南宝贵的生物资源，一直被

不法分子觊觎，为切实保护好生物多

样性基因宝库，全省各地通过信息共

享、联动执法，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无缝对接，“林长+森林警长、

林长+检察长”的协作机制应运而

生，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的林业

生态保护机制构建起来。大理州为监

督生态系统修复情况，在“林长制”

推出后创新建立了“林长+检察长”

协作机制，涵盖了信息共享、工作会

商、“两法”衔接、公益诉讼、服务

保障、联合督办等8项制度，定期或

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建立经常性、

多样化的交流沟通渠道。

“云南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由

各级人大、政协负责人担任督察的

‘林长制’督查体系。这是一项推

进‘林长制’走向‘林长治’的制

度创新。”省林长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云南省将着力开展“林长制”

督查，助推解决森林草原资源保护

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目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委

托技术服务单位正统一研发“林长制

智慧管理平台”，这是个可汇聚全

省林草资源管理数据的信息化管理

系统，将有效解决过去各类数据不

兼容的问题。据介绍，通过“林长

通”App，可以把巡山护林轨迹、护

林员所在位置、巡护距离和时长等管

理日志信息发送到智慧平台储存分

析，指导相关工作的科学有序开展。

保护开发需平衡

2021年是云南“林长制”元

年，保护成效已经初显。但作为林

草资源大省，如何妥善处理林草资

源保护、培育、利用之间的关系，

这道林草行政管理部门的“必答

题”还在解题破题中。“林长制”

的实施就是顺应社会发展需要，从

源头上解决林地要素保障和经济发

展之间的矛盾。

省林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解决冲突，最现实的就是不断增加林

农收入。“如何把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更好落实到实践

中？就是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

适度开发，把能用的资源进行合理利

用，在资源保护重点区域和生态敏感

脆弱地区，既要做好‘防’也要做

好‘疏’，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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