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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游客，江山风景区到了！请带好自己的行李
物品下车。”6 月 23 日，随着景区公交车缓缓停靠下客
区，导游王娜温馨地提示大家。

最后一个下车的西安市民谢先生，拿着手机还在不
停地拍照，似乎还沉浸在沿途的美景中。“这里山绿水
清，空气好清凉，实在是养生的好地方！”谢先生转身对
好友刘先生说。

江山之美，美在生态“颜值”，更美在乡村“气质”。
曾经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庄，群众从土里刨食解决温饱，
到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得益于秦岭山水乡村
建设的持续推进。

步入江山村，一条柏油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清
澈的河水从乱石上轻柔滑过，激起一朵朵浪花。河道
两旁亮丽的民居，白墙碧瓦，依山而建。路旁的山花
迎风点头，树上百鸟跳跃嬉闹，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
翩起舞……

“这几年，我们村精做生态旅游文章，培育新业态，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让群众在优美的环境中实现增收。”
商州区腰市镇江山村党支部书记刘力说，“这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是群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不只是江山村，商州区三岔河镇闫坪村也为商州区
树立了生态宜居标杆。

走进闫坪村，仿佛置身花果园，一河两岸樱桃树横
成排、竖成行，坡塬板栗挂满了毛茸茸的穗子，山上连翘
生机勃勃……

“发展连翘种植，既绿了荒山、美了生态，又壮大了
产业基础、增加了农民群众的收入，是两全其美的大好
事。”商州区林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王建军说。

秦岭山水乡村建设，闫坪村争当人居环境整治“排
头兵”。据介绍，这个村在村保洁员队伍中设立党员先
锋岗，推进清道路、通河道、美山边、靓村庄、净院落“五
大专项行动”；用活红黑榜、周五清扫日、网格化管理等
制度，支部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党员带头做好示范，形成
点上突破、线上延伸、面上覆盖的乡村新面貌。

“我们以党建强、产业强、治理强，生态美、乡风美
‘三强两美’为抓手，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闫坪村党
支部书记赵良良说，“全村改厕 228 个，修建公共厕所 1

个、污水处理站 5 个，建设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厂 1 座，修建民俗文化广场 1 个，实施房
屋立面改造 195 户、入户路改造 496 米、庭院改造 2970 平方米、通村通组公路绿化
12.2 公里，打造绿色河堤走廊 600 米，拆除乱搭乱建 72 处，修建小菜园、小花园 237
处，打造景观核心区 1个。”

生态振兴，重在保护环境，要培养乡村内在“气质”，关键是实现文旅农旅深度融
合。商州区杨斜镇月亮湾村的“前世今生”，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这个石碾子，是我们祖辈在 100多年前从山西搬运过来的，过去用它磨面粉、碾
稻谷、辊辣子，是村里的宝贝。近二三十年来，老碾子被废弃在茅草坑里。这次村上
建设文化广场，石碾子才被重新安装在广场中央。”月亮湾村党支部副书记张邦牢说。

如今，石碾子成为月亮湾村记载和传承村落文化的一面镜子。清晨或傍晚，常有
老人带着孩子在广场休闲。孩子们合力推转石碾子，核桃树下传来银铃般的笑声。

“我们村越变越美，改造了厕所，清理了柴堆，家家户户门前修建了小花坛，种植
了蔬菜。村道路边还种植了矮化樱桃树、中药材和各色花卉，真的没有想到生活这么
好，环境这么美！”月亮湾村三组村民金治良赞叹不已。

杨斜镇月亮湾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已建成年种植 150 万袋食用菌基地 1个、
冷水鱼养殖基地 1个，新建银耳工厂化项目 1个。

“我们在乡村振兴推进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着力建设宜居宜业乡村，对标“双
50”战略，实现文旅农旅深度融合，培育康养新业态，打造环境美、生态优、群众富的
和美乡村。”商州区乡村振兴局局长彭志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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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新武 汪维阳）近年来，
镇安县林业局从加强机构设置、执法培训、执法程
序等方面出发，强化森林资源监管，依法打击破坏
森林资源行为，将镇安县林政执法队伍打造成一支
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铁军”，全面推进林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镇安县加强机构设置，夯实林业执法根基，完
成林政执法大队机构改革。根据县委编办《关于规
范设置林业行政执法机构的通知》，及时从机构设
置、职能职责、人员编制等方面进行落实。按照编
制要求，从林业系统调剂事业编制 7 人，设队长 1
人、副队长 1 人，为开展执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
础。完善并改进执法大队管理制度，从队伍管理、
规章制度、执法程序等方面逐一规范，结合干部作
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纪律作风建
设，着力推进队伍正规化建设，为开展林业行政执
法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使执法大队的管理逐步进入

正规化轨道。林业执法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林业系
统现有行政执法人员 146人、法律监督员 4人。

为提升林业执法效能，县林业局不断提高林业
行政执法水平，结合法治政府建设，制定了“谁执法
谁普法”责任清单，同时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系统
性、规范性林政执法业务培训，进一步丰富执法人
员法律知识，强化执法人员的理论基础，提高执法
人员的办案水平。除常规抓好法律法规知识学习，
还积极参加各级林业行政执法培训，进一步提高全
体执法人员的工作效率和业务能力。统一林业行
政执法装备，统筹配备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设备，完
善办案工作区，设有询问室和涉案物品保管室，配
备办案办公设备，有力保障了办案工作需求，大力
改善了执法条件，强化了林业执法保障。

在严格执法程序、提升林业执法质量中，县

林业局严格依法办理案件，进一步提高行政处罚
案件质量。林业行政执法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植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开展林业
行政执法，做到事实和证据认定清楚，运用法律、
法规正确，处罚决定和处罚程序合法，文书制作
规范，案卷归档完整。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机制作用，加强林政监管，加大涉林
案件查处力度，严格加强内部管理，严厉打击内
部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切 实 解 决 林 业 执 法 中 有 法 不
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今年以来，共查处秦岭“五
乱”涉林行政案件 41 起，其中乱捕乱猎案 2 起、擅
自改变林地用途案 27 起、擅自野外用火案 11 起、
盗伐林木案 1 起，处理违法人员 30 人，处理违法
单位（公司）10 个，共计罚款 72.194 万元，要求整
改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3.83 公顷，有效保护
了全县森林资源安全。

镇安打造“生态铁军”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他，坚定一种信念，立志保护森林。他，坚守一种态度，
勤奋爱岗敬业。他，坚持一个目标，当好秦岭卫士。在林业
战线工作了 28 年的何伟南，坚守初心、坚定信念，立志保护
森林安全，在松材线虫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发
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驻扎基层一线，全面开展普查监测、狠
抓疫情防控，坚决清理疫木、严防疫情扩散，实现了当年发现
当年无新发疫情的显著成效，在全国发生松材线虫病的疫区
县防控效果比较突出，受到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何伟南先
后被表彰为陕西省林业科技示范推广工作先进个人、商洛市
松材线虫防治工作先进个人、林木检疫执法工作先进个人、
商洛优秀生态卫士和“红星党员”。

立志当一名森林守护者

“生在大山，长在林间。我从小就对家乡的林木有着深
厚的感情。”何伟南说，洛南县地处秦岭深处，全县森林面积
304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8.9%，是国家级森林城市，这些
让自己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1975 年 10 月，何伟南出生在洛南县巡检镇一个偏远的
小山村。小时候的他，特别喜爱树木，每到植树季节，就和父
母一起上坡下塬栽种树苗，每天放学就迫不及待地查看小树
生长情况。

小树苗一天天长高了，何伟南也一天天长大了。但随
着周边矿山的开发利用，村民的乱砍滥伐，何伟南儿时记
忆中的山不再是那么青了、水不再是那么绿了，陪他一起
玩耍的鸟儿、鱼儿也变少了。“我要当森林守护者，守护森
林平安，还良好生态于人民。”从那时起，何伟南就立下雄
心壮志。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 年，何伟南如愿以偿考上了辽
宁省林业学校学习森林保护专业，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
学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生态学、昆虫学等专业知识，丰厚
的理论功底为他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1995 年，何伟南顺利分配到了洛南县林业站工作。走
上喜欢的工作岗位，何伟南如鱼得水，将自己的所学发挥得
淋漓尽致。

从此，何伟南肩挎背包，手拿各种监测工具，踏上了“森
林守护者”之路，长年奔走在洛南县的崇山峻岭间，全面监测
调查林木病虫害，扎实开展各种林业有害病虫防治，深入开
展森林概况、松林分布、病虫害情况普查，撰写了洛南县《林
业有害生物普查技术报告》《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报告》

《洛南县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等多篇论文，为全县开展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总结经验，为研究探索有效防控技术提供
了支撑。

看到一株株茁壮成长的树木，一片片苍翠挺拔的松林，
何伟南笑在脸上，更甜在了心上，他深深地体会到森林防护
工作的快乐。

打响松材线虫阻击战

“何主任，我们这儿发现松材线虫病疑似病例。”2020 年
9 月 20 日是一个周末，正打算去商州城区看望女儿的何伟
南，却突然接到了寺耳镇林业分站站长王蔷打来的电话。

灾情就是命令。50 分钟后，何伟南出现在了距离县城
60 公里的寺耳镇东庄村疫情现场，他先用肉眼仔细观察，然
后熟练地拿出斧子、油锯，对枯死树进行进一步调查分析。

“树干有冲孔、横截面有蓝变现象。”直觉告诉他，这些松木极
有可能是遭受松材线虫侵害。

“一片松林的成长需要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一株遭受松
材线虫病侵袭的松树最快只需 40 天死亡。”何伟南深知这种
病害的危害性。

松材线虫病自 1982 年入侵我国江苏南京以来，此后蔓
延到全国 18 个省 721 个县，是松树的一种毁灭性流行病，被
称为“松树的癌症”，传播速度快、致死能力强，一旦发生治理
难度大，极易蔓延成灾。

“行动要迅速，措施要有力，防治要彻底。”何伟南立即将
这一情况通过电话上报给县林业局，并上报县政府和省、市
业务主管部门。第二天，省林业局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就赶
到了现场，联合调查取样，并将样本送往指定的海关技术中
心进行鉴定。

要彻底控制疫情，必须进行全县摸排。疑似病情发生
后，何伟南立即组织开展以寺耳镇为重点的新一轮专项排
查，积极组织 1200 多名排查人员深入全县 16 个镇（街道）
244 个村（社区）进行全面排查，利用 1 周时间完成了全县
147.1 万亩松科植物排查工作，累计采样 12 批次、检测病死
和枯死木 158 株，送专业机构检测三批病死木 30 株、自检 9
批次枯死和病死木 128株。

2021 年 2 月 5 日，西安海关技术中心权威机构鉴定结果
反馈：洛南县送检的标本中，寺耳镇东庄村标本被确定为松
材线虫病感染。这一天，对于何伟南来说是非常痛心的一
天，他苦苦坚守了 26 年的洛南林地，虽然说是商洛最后一个
出现疫情的县区，但何伟南还是感到伤心和难过。

“必须彻底防止，绝对不能让疫情扩散，更不能传到别的
镇（街道）”。何伟南暗下决心。

疫情发生后，何伟南严格按照“防输入、防扩散、防反弹、
除疫木、除疫情”的思路，连夜起草下发了松材线虫病疫区管
理通告和启动疫情应急处置程序，采取疫区封锁、疫木除治、
检疫检查、喷药防治等综合举措，全力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
防控。对发现确诊作为传染源的疫木，聘请甲级专业防治公
司对疫情小斑 1.6万株油松进行高强度皆伐、焚烧碳化处理；
对清理后的疫木树桩，刻槽放入杀毒剂包膜绑扎消杀，放置
诱捕器对传播松材线虫病的宿主松褐天牛进行诱捕，利用无
人机对疫区进行消杀，坚决做到“两彻底一到位”，实现山场

清理彻底、疫木除治彻底、伐桩处理到位。近 3 年，全县累计
清理疫木、枯死木 5.63 万株，树干注药 6 万株，直升机、无人
机和人工喷药累计 36万亩，每年投入监测诱捕器 10多套。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何伟南全面加强松木管控，积极
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严禁一切形式的采伐、利用、运输行
为，对全县范围内特别是对寺耳镇厂矿企业、村庄和群众房前
屋后的松木及其制品开展清理。在全县设立15个重大林业有
害生物检疫检查站，堵截疫点松木及其制品流出。近 3年，对
全县育苗企业、涉木经营单位加强监管，查办检疫案件 40 多
件，查办违法案件数量居于全市第一，多次受到市上表彰。

“终于挺过来了！”经过一年攻坚、两年巩固，洛南县的松
材线虫病防治连续两年实现无新发疫情。2023年 2月，省林
业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先后撤销寺耳镇疫点、洛南县
疫区，洛南县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青松
保卫战”成绩斐然。

面对来之不易的喜悦，何伟南说：“虽然拔除了疫情，疫区
也撤销啦，但以后的预防任务更加艰巨，容不得丝毫懈怠。”

从来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2023 年端午节，何伟南登上洛南县最高峰——草链岭，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望远镜举目远眺，只见映衬在蓝天白云间
郁郁葱葱的马尾松、油松、白皮松更加苍翠挺拔，林间鸟儿啾
啾鸣叫，山下洛河湿地鸟儿翻飞，构成一幅精美绝伦的山水
生活画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多年来，何伟南早已将习近
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牢牢记在心间，甘做森林“啄木鸟”，
积极开展植绿爱绿护绿行动，全县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无
公害防治率、测报准确率、种苗产地检疫率“四率”管控任务
每年均超额完成省、市管理指标，实现了“一降三提高”。

“想要建立良好生态，常态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是根

本。”何伟南说。
何伟南将全县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综合防治、

检疫放在各项工作首位，常态化抓测报、抓防治、抓检疫、抓
培训，每年组织测报员对全县主要树种开展常态监测，通过
营林措施、物理机械、人工和适宜的无公害药剂防治得到有
效治理，近年来没有暴发成灾，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看到苍翠挺拔的树苗，成片茁壮成长的树木，我就觉得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不能保护森林的安全，我就睡不着觉，
就觉得对不住自己当初的选择。”何伟南说，工作 20 多年，他
从来没有离开过喜爱的森林保护。

对于有些人来说，时间在一天天流逝，而对于何伟南来说，他
却天天享受着收获的喜悦。近年来，他先后牵头组织实施了花果
型庭院美丽乡村建设、推进核桃板栗林业产业提质增效、古树名
木资源保护、洛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申创工作。先后组织全县48
个新农村栽植樱桃、银杏等树木43.8万株；规划良种核桃建园
850亩、指导群众修剪核桃树1200亩、实施综合科管3600亩；实
施板栗新建园3000亩、嫁接改造完成3.1万亩；普查建档保护1
万多株；洛河源国家湿地公园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开展试
点，洛河湿地及周边开展人工造林6.5万亩、封山育林8.8万亩；
每年高质量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四率”指标……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却折射出何伟南多年来付出
的艰辛和汗水。爱好，让何伟南选择了林业工作；保护森林，
让他的工作充满激情。何伟南白天深入镇村调查，晚上加班
加点写调查报告、汇报、总结，经常忙碌到凌晨。参加工作 28
年来，他几乎没有完整地休过一个假，只要工作需要，他就会
随时回到工作岗位，走进茂密挺拔的松林之间。

28 个年头过去了，何伟南的额头多出了几道深深的皱
纹，头上多出了不少白发。你若问他：这份工作值不值？

“值！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何伟南坚定地说。
对何伟南来说，那一本本嫣红的荣誉证书，厚厚的文案

成果，就是对他工作的最好诠释。

甘做秦岭生态卫士
本报通讯员 赵晓翔

地处商於古道的丹凤棣花荷塘的荷花优雅绽放，或粉、或白，吸引了市民
驻足观赏拍照。据了解，荷花的花期通常在6月至9月，其中盛花期在7月至8
月。荷叶田田，蛙鸣四起，微风吹过，一番“千亩荷塘飘雅韵，万双彩蝶醉花丛”
的醉人景象，成为市民消暑打卡之地。 （本报通讯员 高 鸿 摄）

棣花之荷棣花之荷 游客络绎不绝游客络绎不绝

何伟南何伟南（（左左））查看红豆彬生长情况查看红豆彬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