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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几十只
如今已增长到上万只

鹭鸟是湿地生态系
统中的重要生物种类之
一，也是生态环境质量
评价的一类指示动
物。据了解，凤凰村刘
家 湾 一 带 的 鹭 鸟 是
2015年飞来的，开始只
有几十只，后来在当地
村民的爱护下，鹭鸟种群
慢慢增加，特别是2021年长
江禁渔之后，长江流域的生态
得到恢复，鹭鸟的食物来源增加，到
现在已经集聚了上万只。

“春来秋去，这些鹭鸟来我们村栖息
繁衍已经有近十年了。”村民黎永太今年
76岁，是村护鸟队年龄最大的队员，这些
年来，老人见证了鹭鸟在当地安家落户
的点点滴滴，对鹭鸟的种类和生活习性
早已了然于胸，“立秋后，从8月中旬开始
大部分鹭鸟已经开始南迁，留下的这些
主要是最后一批孵化出来正在成长的雏
鸟，国庆前后它们也会陆续迁徙。”

“我家就在竹林前，鹭鸟刚来的时
候，大家都好稀奇，但不知道是什么品
种，反正都叫它们‘白鹤’，后头林业局
的同志来村里考察，告诉大家是
鹭鸟，有白鹭、苍鹭、牛背鹭
……七八个种类。”向生权
大爷是这群鹭鸟的老邻
居，这些年来，向大爷老
两口早已把鹭鸟当成了
家人。

“我们的娃儿都在
外地上班，就我和老伴在
家。一早一晚，鹭鸟叽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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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保护林草资源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重庆市林长制办法》
9月1日起实施

为全面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实现
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国首部保障和促进林
长制实施的地方政府规章《重庆市林长制办法》
7月1日经市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
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8月23日上午，市司法局、市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该办法出台背景、制定
过程、主要内容、制度创新等进行了介绍和政策
解读。

助力重庆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
全市森林覆盖率从2017年试点时的46.3%

提高到 2023 年的 55.06%，在这个数据的背后，
林长制功不可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林长
制工作，早在2017年底重庆即在全国较早试点
林长制，2019年扩展试点到14个区县和重庆高
新区，探索建立书记、市长“双总林长”指挥体
系。2021年底，全市基本建立起“四级林长”+
网格护林员的林长制责任体系。目前，全市稳
定落实各级林长1.9万人、护林员近4万人。国
家林草局2023年度林长制督查考核结果中，重
庆位列优秀等次，云阳县和梁平区、城口县先后
获国家林长制激励表扬；该局与市政府共建科
学绿化试点示范市。中办、国办《关于全面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将重庆作为三个
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省份之一。

重庆是全国率先推行林长制的省市之一，
市级层面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总林
长”总协调、总督导，3位市委常委任副总林长
分片区负责，分管市领导任副总林长兼总林长
办主任全域统筹，4 位市政府副市长任中心城
区“四山”市级林长具体指挥，各区县比照设立
区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级林长，逐级传达
压力、明确责任。建立完善林长会议、巡林、报
告、督查、协作、考评、约谈等工作制度，规范林
长制运行，细化林长制工作任务。

“林长+”让“独角戏”变“大合唱”
重庆市通过明确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林长办

主任，林业主管部门具体承担日常工作，有关部
门各尽其责，齐抓共管，以“林长+”推动森林资
源保护从林业“独角戏”转变为党政“大合唱”。
2023年，林长+山林警长、林长+检察长、林长+
法院院长相继召开联席会议200多次，会商解
决涉林案件办理审理、生态公益诉讼等疑难问
题，推动林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林业、公安联合办理涉林案件308件，林业、公
安、海关“护松 2023”专项整治行动查处案件
104件。林长+川渝协同，共建遂潼林长制一体
化示范区，强化江（津）自（贡）泸（州）林长制协
同协作，深化林业行政执法、森林防火、松材线
虫病防控等。

去年以来，按照市委关于“加快推动林长制
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转变”的工作要求，
市林业局会同市司法局，加快推动林长制立法
进程，充分借鉴安徽、江西等先进省经验做法，
深入基层调研“解剖麻雀”，扎实开展研讨论证，
广泛征求区县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公众意
见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重庆市林长
制办法（草案）》，并于2024年7月1日经市政府
第3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我市建立四级林长体系
该办法明确，我市建立市、区县（自治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林长体系。市级设
立总林长、副总林长。中心城区“四山”（缙云
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分别设立市级林
长。区县（自治县）设立辖区林长，可以结合实
际在特定区域设立片区林长。国有林场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纳入区县（自治县）林长制管理。
市、区县（自治县）和中心城区“四山”林长办公
室承担本级总林长或者林长的日常工作，具体
由市、区县（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市级林
长指定的市级部门承担。乡镇（街道）应当确定
人员承担林长制相关工作；发展改革、公安、财
政、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市管理、交通运
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应急管理、审计
等林长办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林长制相
关工作。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向大爷和他的
10000邻居

忠县凤凰村的十年守护，引来上万只鹭鸟栖息“竹林和草丛里要仔
细看哦，看有没有树上落
下来的鸟蛋和幼鸟。”

“竹林倒伏的情况要记录好，
该搭架的就搭架，该补就补栽。”

8月22日清晨6点，忠县
复兴镇紧挨长江边的凤
凰村刘家湾一带的竹林
中，趁着炙热的阳光
还没有升起，村护鸟
队就早早来此巡查，
凤凰村支部书记兼
护鸟队长李国华再
三叮嘱队员们，“这
几天，我们要对鹭鸟
的栖息地进行拉网式
巡查，一是查看连晴高温
对鹭鸟有什么影响；二是目
前大部分鹭鸟已经开始迁徙，看
一下有没有掉下来的鸟蛋和落单
的幼鸟，如果发现，马上送林业部
门救助。”

记者站在凤凰村附近的山头
俯瞰刘家湾，远处长江如一条玉带
蜿蜒，近处竹海碧波苍翠，竹林间
一群群的白鹭振翅起舞，或枝头小
憩，或成群翱翔……微风拂动，鹭
影婆娑，呈现一派“百鸟朝凤，人鸟
共生”的生态图景。

喳喳，飞来飞去，热闹又好看，这样我们也就不寂寞了。”言语间，向大爷饱含对鹭
鸟的爱怜。

制定“护鸟公约”保护飞来的“精灵”
向大爷家距离鹭鸟聚集的竹林最近，每年春夏季节

都会有很多游客在他家的院落观鸟、拍鸟，老人家也就
成了义务护鸟劝导员，因为护鸟心切，大爷还曾闹出
过笑话。

“几年前，有个人在我家院子里架了一个像大
炮的东西，还在瞄准鹭鸟，当时吓了我一跳。问他
干啥子，这人说‘打鸟’，搞得我差一点就报警了，后
来解释说是什么长焦镜头，拍鸟用的。拍鸟就拍鸟
嘛，说啥子‘打鸟’嘛，怎么叫人不生气？”说起这件陈
年趣事，向大爷还一脸的不服气。

鹭鸟形态优雅美观，深受当地村民们喜爱。也正是如
此，大家逐渐养成了爱鸟护鸟的习惯。自10年前第一批鹭鸟

来到刘家湾之后，每年春季三四月份鹭鸟都会再飞回来，当地村
民们小心守护，唯恐惊扰到这些“精灵”。

“有一年夏天，有户村民家办酒事，放了很多鞭炮。第二年春天，我们就
发现，飞回来的鹭鸟数量减少了很多，从那以后我们这一带的居民就非常注
意，在鹭鸟栖息的季节，不管办什么事情都不准燃放烟花爆竹。”李国华介
绍，为了保护好这些鹭鸟，几年前，村里专门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制定了

“护鸟公约”，禁止在鹭鸟栖息区域内燃放爆竹、修房造屋、乱砍滥伐、喷施农
药等。

“百鸟朝凤”生态画卷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近几年，随着鹭鸟数量明显增加，一幅‘百鸟朝凤’的生态画卷已经在

凤凰村徐徐展开。”据李国华介绍，忠县林业、农业、水利等部门，以及复兴镇
党委、政府对凤凰村“百鸟朝凤”独特的生态景观非常关注。

2021年，忠县在凤凰村设立了“鹭鸟栖息保护地”。2022年，凤凰村成立
护鸟队。2024年，复兴镇、凤凰村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对附近

垮塌的为民水库及时修复，对刘家湾山坪塘的黑臭水体进行
整治，对周边湿地和滩涂修复保护，为鹭鸟等野生动物生
存提供更好的自然条件。

山清水秀，鹭鸟翻飞。近年来，凤凰村优美的特色
生态景观吸引了忠县及周边区县，甚至重庆中心城区
的游客纷至沓来，也为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十年来，凤凰村鹭鸟的数量由最初的几十只
变成了现在的上万只，品种也由以前单一的白鹭，
增加了苍鹭、牛背鹭、绿鹭、池鹭、黄嘴鹭等品种。
在清晨和傍晚，满天飞舞的鹭鸟简直就是一幅现代
版的‘百鸟朝凤’图。”李书记高兴地告诉记者：“现

在，每年鹭鸟聚集的季节，都会有许多市内市外的游客
前来观鸟，这既是好事，同时也给村里鸟类保护工作带

来一定压力。”
作为村护鸟队队长，李书记介绍，村里在严格贯彻执行“护鸟

公约”的同时，积极与县、镇相关部门联系，对护鸟队队员和村民进行野生
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培训和宣传，科普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号召大家爱鸟
护鸟，坚决抵制和制止网套、射杀鸟类、掏鸟蛋等不法行为。同时，把护鸟当
大事，严格落实护鸟队巡护看守值守职责，全力营造当地人鸟共生、鸟树相依
的和谐生态圈。

加强生态保护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记者了解到，目前，复兴镇已经把鹭鸟觅食活动的凤凰、江河、临沿三个

村社整合起来，向县里申报沿江绿色发展协同示范区建设项目。积极争取
相关部门把凤凰村刘家湾竹木补栽、引水渠、亲鸟廊道、鹭鸟救助站、鹭鸟科
普广场、观鸟阁建设等项目纳入其中。

“我们就是要算好‘生态账’‘发展账’，聚焦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主线，科学统筹，长远规划，精心描绘

未来凤凰村‘百鸟朝凤’的生态图景。”复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镇里将与林业、农业、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动

机制，完善鸟类保护监测体系，开展相关科研活动，联
合打击对候鸟的乱捕滥猎滥食、非法交易等违法犯
罪行为，竭力改善鹭鸟迁徙和栖息自然条件，促进
鹭鸟保护与乡村生态旅游融合发展，让当地群众在
“绿水青山白鹭飞”的生态画卷中得到实实在在的
好处。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图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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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鸟队队员在
竹林查看有无掉下
来的鸟蛋和幼鸟

一只鹭
鸟从凤凰村
刘家湾竹林
间飞起

夕阳西下，忠县凤凰村刘家湾一带的鹭鸟陆续归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