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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洛市生态环境局商南县分局《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商环商南督办函〔2025〕3号）

工作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梳理总结形成本部门 2024年度生态

环境保护履职报告，制定 2025年工作计划，现予以公开。

一、2024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履职情况

净土保卫战扎实开展。严格管理林地的农药使用，在造林绿

化、经济林发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严

格控制林地的农药使用量，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杀菌剂、

杀虫剂，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加大生物农药、引诱剂、

杀虫灯使用推广力度，最大程度减少对林地土壤的污染和破坏，

有效维护了全县森林资源生态安全。

森林资源管理持续规范。严格执行林木采伐限额管理制度，

规范木材经营加工企业管理，严把林地审批关口，规范林地使用

管理，办理林地手续 22起，扎实开展森林督查、清风行动、绿

盾行动、秦岭“五乱”问题图斑整治、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行

动，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和联合执法行动 4次，落实专门机构人

员切实加强全县 4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管理工作，建立了日常

巡护、巡查和检查制度，核查涉林问题图斑 749个，严厉打击破

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积极与县纪委监委、检察院、法院、公安

局协调对接行刑衔接工作，查处林业行政案件 43起，林业案件

综合查处率 100%。新聘生态护林员 82名，不断扩大护林队伍。



发挥生态护林员、基层干群力量，定期排查报告林区禁种铲毒工

作，工作经验被省林业局领导肯定并下发文件借鉴推广，全县森

林资源安全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保护修复稳步推进。深入推进绿色商南建设，大力实施

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飞播造林、封山育林、三化一片林等工

程，动员全县上下深入开展造林绿化，积极拓展扩绿空间。完成

营造林 12.35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103%，组织开展“线上+线下”

义务植树活动 65 场次，义务植树 123.8 万株，占年度任务的

103.2%。建立“公益诉讼补植复绿基地”1处，成立全市首家茶产

业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实施富水镇茶海公园、试马镇供港蔬

菜基地、莲花湖、金丝峡森林公园、凤凰山公园、玉皇山森林公

园等 10处重点区域绿化美化提升，秦岭山水乡村优化提升。

森林火灾防治成效显著。夯实县镇村三级林长和生态护林员

防火责任，完善防火工作机制，开展高频次、多形式森林防火宣

传工作，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2万份、编发手机短信 32万条，设

置森林防火宣传检查站 159个，砍挖防火隔离带 2万米，对重点

部位、关键人员落实监管责任，重点时段无人机全天候巡查，多

部门联合督查检查 5次，扎实开展“查隐患、保安全”“四联 2024”

等行动，严厉打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全年未发生森林火灾。

有害生物防治持续增强。强化松材线虫病防控宣传，全县设

置 20 个宣传牌，悬挂横幅 54 条，除治作业区设置除治标识 67

块，发放防控知识资料 1700份。强化疫木除治质量管控，完成

2.58万株病死、枯死松树除治任务，省市检查验收评价较好。强

化检疫执法，累计开展各类检疫执法检查 9 次，检查涉木企业



37家、建筑工地及重点物流领域 28处，排查农户 265户，查处

违法案件 4起。强化联防联控，与周边县区签订了联防联治协议，

成功召开商洛市松材线虫病等有害生物防治联防联治委员会第

二联防区第二次工作会议。

古树名木保护持续提升。制定《商南县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划》

《商南县古树名木资源补充调查工作方案》，对全县古树名木资源

开展全面补充调查，常态化保护古树名木。每年列支 20万元作

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专项经费，对全县 330棵古树、15 个古树

群（178 棵）建立管理台账，落实监管责任人，对 14棵生长衰

弱古树采取措施促其复壮。

野生动物保护不断深入。建立商南县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违法犯罪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公安局等 9个部门开展“清风

行动 2024”，检查菜市场 16家、屠宰市场 1处、花卉市场 2家、

宾馆饭店 15家，侦办非法狩猎案件 6件，救护野生动物 5头（只）。

投保野猪致害保险 64.78万元，理赔 273户，赔付 22.4万元。

封山禁牧扎实开展。成立县封山禁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领

导小组会议制度，划定了封山禁牧区域、封山禁牧期限和封山禁

牧区域禁止事项等，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及生态护林员进村入户

宣传《陕西省封山禁牧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在封山禁

牧区主要出入口、交通要道、人畜活动频繁区域，设立界桩、围

栏等设施，明示封山禁牧具体范围、禁止界限、处罚规定等内容。

累计印发封山禁牧宣传单、《条例》共 3.5 万余份、制作宣传牌

10块、标志牌 10块、横幅 24 幅。协调有关执法部门开展不定

期检查，对在封山禁牧区内放牛、羊等食草畜牧的，进行严肃批



评教育，严格查处责令整改，保证了封山禁牧取得实效。

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持续加强。严格核查新开岭省级自然保

护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情况，组织人员重点核查在自然

保护地采矿（石）、采砂、非法建设码头、开办工矿企业、挤占

河（湖）岸、侵占湿地、核心区缓冲区内旅游开发和水电开发等

重点问题，常态化开展自然保护地监督巡查工作，坚守生态红线，

确保保护区生态安全。

二、存在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资源保护与经济发

展之间矛盾依旧突出，破坏林草资源案件时有发生。二是林业产

业效益较低，带动林农增收致富效果不明显。三是林业干部队伍

老龄化严重，业务技能急需提升。

三、2025年工作计划

一是科学实施国土绿化。严格实行造林绿化落地上图，扎

实实施秦岭南麓（中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防火

通道、国土绿化等项目，高质量完成 2025年 8.7万亩营造林和 2

万亩森林修复任务。拓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义务植树模式，

广泛宣传发动，不断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全年计划义务植树

90万株以上，在 3·12前后组织开展县级义务植树活动。

二是规范林草资源管理。以林长制为总抓手，持续落实总林

长令、林长巡林、年度考核等各项制度，建强护林工作机制和队

伍，切实解决涉林疑点难点问题，森林资源规范管理、有序利用。

夯实林长、生态护林员护林职责，落实“人防+机防+技防”立体监



管森林、草原、湿地、国有林、各类自然保护地等资源，按程序

审核审批使用林草湿资源。广泛宣传，扎实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

地，及时救助野生动物，指导监督野生动物猎捕、人工繁育和经

营利用，人工促进古树复壮，切实保护好古树名木和野生动植物。

加大执法力度，强化联合执法，从严查处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

行为，涉林案件查处率 95%以上。

三是强化森林灾害防治。强化宣传教育、严控野外用火、加

强督查检查、提高防灭火技能水平，运用防火码、无人机巡航、

语音提示杆等新措施，严厉打击非法野外用火，鼓励举报违规用

火行为，力争全县不发生森林火灾。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治宣传，

全面开展秋季普查监测，通过飞防喷药、诱杀天牛、树干注药、

检疫封锁等措施，切断传播途径，高质量完成疫木除治任务，用

好联防联控协同机制，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蔓延，林业有害生物

成灾率控制在 4.5‰以内。

四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持续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新

一轮退耕还林补助和商品林停伐补助等生态补偿措施，扎实开展

公益林、商品林、核桃等政策性保险和野猪致害综合保险业务，

不断增强林业抗风险能力。在防治林业病虫害过程中，严管农药

使用，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积极推进林业碳汇交易，大

力发展林特产业和森林康养，提高林业服务水平，助推林业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

商南县林业局

2025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