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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林发〔2021〕1 号

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临沧市 2021 年

林业和草原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林业和草原局，各科室，市林业科学院，各自

然保护区管护局：

现将《临沧市 2021 年林业和草原工作要点》印发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3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市林业局收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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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 2021 年林业和草原工作要点

2021 年，全市林业和草原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求，全力推进“森林

临沧”建设，为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先行示范区建设、

全力打造最美丽的地方作出新的贡献。

一、优化国土绿化，抓实绿色发展

巩固提升“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成效，推动国土绿化向生态

修复转变，植树造林向护林育林转变，绿起来向美起来转变，持

续推进重点功能区、生态脆弱区退化区域生态系统修复力度，完

成新造林 20 万亩。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结合国土空间规

划，调整优化造林绿化用地，深入组织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

推进 2020 年和 2021 年造林计划任务落地上图、矢量化管理。创

新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提

升社会各界国土绿化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完成义务植树 600 万株

以上。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持续开展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

等为主的森林经营，推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实施木本油料提质

增效 100 万亩（核桃 80 万亩、临沧坚果 20 万亩）。

二、强化资源管护，抓实生态保护

加强森林、草原各类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严守林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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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资源消耗上线，严格落实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

统筹开展 2021 年森林督查、森林资源监测、森林资源管理“一

张图”年度更新，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严格执行林地

定额管理和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重点区域林地转为建设用

地，确保林地面积不减少。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加强湿地保护，强化草原资源管理。加快推进森林资源监测智能

信息系统建设，充分发挥生态护林员的综合管护功能，强化森林、

草原、湿地等资源执法监管，坚决打击破坏林草资源行为；持续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省委环保督察、

森林督查、绿盾行动等各类问题的整改工作。科学保护和利用好

野生古茶树资源。全面提升林草防灾设施装备保障能力，进一步

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加强林草防灾队伍建设，提升森林草原火灾、

有害生物灾害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

三、引导转型升级，抓实产业发展

聚焦打造世界一流绿色“三张牌”，紧扣打造中国一流核桃

和临沧坚果全产业链加工利用示范区的目标，推进全产业链建

设，加快建设标准化初加工网点，加快核桃、临沧坚果初深加工、

精深加工机械一体化进程。加快产业组织体系建设，培优育强一

批龙头企业，打造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推动以核桃、

临沧坚果为主的坚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与种植户形成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

有序发展林下经济，在确保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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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优先在人工商品林、退耕还林地中有序发展林下中药材、野

生菌、森林蔬菜等林下产业。加快发展观赏苗木产业，积极培育

林草生态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加快发展森林康养产业。主动融

入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部署，加强林草国际合作交流，筹备好第三届临沧坚果文化节，

广泛开展技术、人才合作交流，营造良好的生态合作交流环境。

四、保障民生福祉，抓实乡村振兴

充分发挥林草行业优势、资源优势，继续实施生态治理扶贫、

生态保护扶贫、生态产业扶贫，巩固生态脱贫成果，实现生态扶

贫与助推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继续在脱贫地区实施天然林保护修

复、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恢复、石漠化治理等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拓展乡村生态空间，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提升乡村生态宜

居水平；认真落实生态护林员、公益林管护、生态效益补偿等政

策，稳定提高脱贫人口从生态扶贫中获得的直接收益；大力发展

特色林产业，通过龙头企业、林农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发展

长效、高效林业，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促进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五、深化改革创新，抓实改革发展

一是全面推进林长制改革工作。报请市委、市政府出台临沧

市林长制实施方案，层层建立林长制，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

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

二是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林权收储、担保、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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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等机制，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三是继续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巩固扩大国有林场改革成果，加快

推进绿色林场、科技林场、文化林场、智慧林场建设，加强国有

林场森林资源监测体系建设，不断拓宽国有林场融资渠道，盘活

森林资源。四是大力推动草原管理改革。深化草原产权制度改革，

推进草原监督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草原资源用途管制，加强

征占用审核审批，强化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对草原恢复区，严格

禁止放牧，给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最大限度发挥生态效益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作用，给予利益受损的集体和农牧民补偿；对草原利

用区，严格实行草畜平衡，科学利用草原。五是深化林草“放管

服”改革。持续深化林草“放管服”改革，精简和优化林草业行

政许可事项，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改革，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推进行政许可随机抽查全覆盖，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乡（镇）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公共服务

职能，全面推行“一站式、全程代理”服务，优化林草营商环境。

六、夯实发展基础，抓实能力建设

一是紧盯国家、省级和市级重大政策动向，超前做好项目筹

备、包装等工作，扎实做好项目争取及招商引资工作，确保到位

向上争取资金务 7.772 亿元以上；到位招商引资 30.13 亿元，其

中省外 23.67 亿元、工业 3.3 亿元。二是持续抓好林业和草原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高层次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加快推

进林草关键技术研究、集成和示范推广，加速林草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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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深化成果推广运用。三是着力构建资金项目监管体系。切

实履行资金监管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资金项目分配和安排约束机

制，加强项目资金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增强项目竣工验收和

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确保项目资金落地见效。四是全面加强林草

宣传工作，深入挖掘和推荐典型事迹、先进个人，增强讲好临沧

林草故事的本领，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同频共振，实现对内

宣传和对外宣传出新出彩，实现林草事业和宣传工作整体繁荣。

七、强化政治引领，抓实作风建设

积极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真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层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想腐不能

腐，进一步压实行业监管主体责任。继续深化拓展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委、市委具体实施办法精神贯彻执行成

效，大力弘扬“临沧作风”，继续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坚

决防止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坚

决防止反弹回潮、隐形变异。坚持以上率下，大兴调研之风，问

计问效于民，把林草领域存在的顽瘴痼疾解决好，树立和维护好

林草部门亲民为民、务实高效的良好形象。同时，统筹做好人大

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国家安全、信息公开、综治维稳、扫黑除

恶治乱、安全生产、信访、档案、保密、老干部、工青妇、机关

事务等工作，林业和草原改革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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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省

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市纪委市监委驻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纪检监

察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扶贫

办、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统计局。

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