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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中山公园内，行
人步履轻松，驻足赏花；西
堤公园中，游客置身于盎然
绿意，心旷神怡；南澳岛上，
苍翠如黛，“绿水青山”正在
变成“金山银山”……2019
年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以来，汕头不断巩固“创
森”成果，进一步升级绿化
设施，一处处园林精品应运
而生，市民感觉“出门即公
园”，“国家森林城市”金字
招牌越擦越亮。

人均绿地逾12平方米

“在城市‘黄金地段’拿
出大片土地打造公园绿地，
真不容易……”家住汕头市
龙湖区海滨花园的吴先生向
记者感慨说，他从小区出
发，步行五分钟之内便可到
达多个公共休闲公园，仿佛
是住在了公园里。

吴先生的亲身感受，正
是汕头不断提升城市生态环
境，实现市民推窗见绿、开
门享绿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汕头以“300米见绿、500
米见园”为目标，持续推进
打造高颜值“花园城市”。
目前汕头城区绿化覆盖率为
43.29%，城区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2.25平方米。

从“城市公园”到“公园
城市”，汕头通过实施城区
绿化工程，建成了以公园绿
地为主体、各类绿地均匀分
布的城区森林生态体系，市

民生活幸福感不断提升。
如今，中山公园、金砂公

园、西堤公园、海湾生态湿
地公园、华侨公园等各大城
市公园一次次提升品质，不
断提高颜值。汕头市绿道总
长度达到 287.37km，城乡居
民每万人拥有的绿道长度达
到 0.52km，市民亲近自然、
休闲健身的游憩需求不断得
到满足。

推进森林产业建设

“经过近年来大规模的
植树造林，汕头森林资源总
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
升，在保护自然资源、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
了良好成效。”汕头市自然
资源局营林与产业发展科
的相关负责人说，“创森”不
仅提升了城乡人居环境，还
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生态基础。
近年来，汕头以荣获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为契机，在
继续大力推进林业生态文明
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森
林康养、休闲基地建设，实
现服务提升，逐步打造多功
能、全方位森林康养产业。

其中，作为北回归线上
的一片苍翠绿洲、广东省唯
一的海岛县，汕头南澳岛在

“工业不上岛”的坚持下，高
水平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
游的花园海岛，加快发展森
林旅游、森林康养产业。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进岛游客达 802.18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为 26.9 亿
元。2020年，南澳县被中国
林业产业联合会评为“全国
森 林 康 养 基 地 试 点 建 设
县”；南澳县黄花山林场森
林康养基地也获评“广东省
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经过数日蹲守，韶关乐昌
市一位摄影爱好者近日成功在
长来镇水口村记录到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黄胸鹀在林间觅食的
身 影 。 从 随 处 可 见 到 数 量 锐
减，甚至濒临灭绝，俗名“禾花
雀”的黄胸鹀重现粤北，充分体
现了当地生态环境改善的显著
成效。

五年“创森”终成功

2018 年正式启动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工作；2019年在全省率
先提出“全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的战略决策”；2020年 8月，成为
全省首个实现全域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双备案”的地级市……
高举着全域“创森”大旗，韶关一
步一个脚印走得尤为扎实。

韶关以南岭国家公园建设
为主体，加快整合构建具有鲜明
韶关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合
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深
入实施河长制、林长制，完善生

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林业用地面积稳居
全省前列；深入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持续推进碧道建设
和城乡绿化美化行动，让韶关青
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1 月 3
日发布《关于授予北京市石景山
区等 26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的决定》，韶关名列其中，这
也标志着韶关市再添一张靓丽
的“国字号”生态名片。

目前，绿色已成为韶关的底
色，森林覆盖率已达 74.95%，韶
关资源禀赋优势得天独厚，森林
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林业用地
面积稳居全省前列，13个地表水
国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为
100%。

工业老城转型升级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支持韶关建设国家老工

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支持韶关建设国
家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打造北部生
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意见》提出，全力支持国家
公园创建，完善支持南岭、丹霞
山国家公园建设的政策措施，推
动国家公园创建与旅游产业协
同发展。《意见》还明确，进一步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落实生态保
护区财政补偿转移支付制度，推
动绿色发展制度创新，支持韶关
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韶关市提出，探索建立健全
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评价、
经营开发、价值实现等机制，打
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
双向转化通道，切实将大生态转
变为大价值，将“美丽资源”变成

“美丽经济”，全面建设好粤港澳
大湾区的后花园。

11月 2日，茂名被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2016年，茂名率先在粤西
提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经过 6
年“创森”的艰辛历程，茂名提交
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14日，记者走访茂名市看到，如
今的茂名，青山绿水交相辉映，
山水林路碧波起伏，宛如藏在森
林之中。

全城遍布“城市绿肺”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露天矿
生态公园都是茂名市民露营的
好去处，草坪上充满欢声笑语。
这个昔日寸草不生、被戏称为

“城市伤疤”的地方，近年来通过
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复绿面积超
过 500 公顷，创造了工矿遗址生
态修复的国家样板。

曾因围海造陆、围塘养殖遭
到破坏的水东湾，如今变成远近
知名的人工种植红树林恢复基
地，先后建立电白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茂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
大洲岛湿地公园，构成完善的

“海上森林”生态系统，是广东省
首批十佳观鸟胜地。

在城市中央，2017 年以来，
新建及品质提升官渡公园、新湖

公园、春苑公园等一批公园绿
地 ，全 市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3356.09 公顷，构成星罗棋布的

“城市绿肺”。

成生态游“打卡圣地”

为了“创森”，茂名聘请国内
顶尖设计团队编制了《广东省茂
名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
划（2017-2030 年）》，同时编制城
市绿地系统、海岸线整治修复、
全域旅游发展等10多个规划。

2017年以来，茂名建成乡村
绿化美化示范点 739 个、森林家

园 70 个。5 个乡镇被认定为广
东省森林小镇，55个乡村被评为
国家森林乡村，38个乡村被评为
广东省森林乡村，国家田园综合
体落户茂名“好心湖畔”和大唐
荔乡。依托森林景观资源，精心
打造7条广东省森林旅游特色线
路，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圣地。

目前，茂名全市森林面积
63.65 万公顷，有林地面积 53.29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 3292.03 万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55.70%，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4.27%，道路
绿化率96.63%，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8.16平方米。

羊城晚报记者 朱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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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晓宜，通讯
员齐昕滢、刘文皓、刘嘉亮、冯林森报
道：11 月 9日，位于揭阳的广东石化
项目 80 万吨/年全密度聚乙烯装置
一线挤压机机组产出合格树脂颗粒，
标志着目前国内最大的全密度聚乙
烯装置实物料试车工作圆满完成。

据悉，80万吨/年全密度聚乙烯
装置是广东石化化工区主要装置之
一，该装置采用unipol 气相法工艺，
设计两条生产线，造粒机组引进日本
日制钢公司生产的CIM-460 型号 L
型异向双螺杆挤压机。

2021年 12月 14日，挤压机组设
备陆续进场。为确保挤压机组安装
调试工作顺利完成，广东石化公司成
立全密度装置专项小组，进行设备资
料、图纸的翻译工作,对挤压机组从
机械安装调试、仪表安装、逻辑调试、
实物料试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管
理，做到了从设备安装到系统调试，
从酸洗油运到空载试车，从拉料磨刀
再到粒料进仓的零差错、零延误、零
失误。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文，通讯员
周巍、李姗姗报道：近日，韶关市政府
公布了韶关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
区名单，名单包括小岛埋藏区、走马
岗埋藏区、西河埋藏区、龙归埋藏区、
马坝埋藏区等 5 处。韶关成为广东
省继广州后第二个划定地下文物埋
藏区的地级市。

韶关有 2100 多年建城史、4000
多年文明史、13万年人类发展史，有
远近闻名的马坝人—石峡遗址，留存
着先秦时期以来众多的古遗址、古墓
葬，主城区地下埋藏有宋元明清历朝
城墙、府衙等历史建筑及文化遗存，
全市目前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0
处、省级文保单位74处、市县级文保
单位 318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点
2760多处。

2021 年 11 月，在省文化和旅游
厅的指导下，韶关市文广旅体局委托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韶关市
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工作。根据韶
关历年来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以及
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等，对全市范围内
地下文物较为丰富的区域进行分析
研判，对重点区域进行现场考古勘
探，并邀请省文物局和省文物专家现
场指导，初步在韶关市辖三区范围内
划定了韶关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
区。

据介绍，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对
加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不仅可以较好地协调地下
文物保护和基本工程建设之间的矛
盾，还能有效地实现现实与历史、考
古与工程的双赢。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通讯员
王如冰报道：一批身穿橙马甲，手持
铁锹、锤子等工具的党员志愿者常
出现在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
社区的街头巷尾，原来，他们是在修
补城中村的微小坑洼路面，当起了
修路人。

“推着婴儿车带宝宝出门玩时，
一不留神车轮就被巷道里的小坑卡
住了，能不能帮忙修补下。”大富社区
陂新村的张女士反馈道。

针对居民反映的路面坑洼问题，
观澜街道大富社区开设了专题“社区
书记茶话会”，邀请居民代表和辖区
结对共建单位代表参加，共同商议解
决办法。

会上，共建单位中交二航局泗
黎路项目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
我们单位的强项，我们可以领办。”
万成混凝土有限公司表示：“我们单
位能提供修补所需的混凝土等原材
料。”红色网格党员代表表示：“我
们党员可以帮忙一起干。”就这样，
通过茶话会的方式，各方达成共识，
企业提供材料和专业工人，社区和
企业党员们辅助清理、修补等。大
家热情高涨，干得热火朝天，一个个
坑洼很快被填补得平平整整，居民
出行更方便安全了，舒适感满意度
更高了！

“小朋友也来帮忙搬砖，很好的
劳动实践课，辛苦了！”施工现场路过
的居民这样感慨道。

“改造提升后变得明亮平坦，走
着也更舒心了。”陂新物业管理公司
的赵大哥开心地说。

据了解，为切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观澜街道大富社
区用脚步“丈量”社区的每个角落，主
动发现问题、收集民意，并通过“书记
茶话会”等平台，积极发动辖区居民、
企业等参与社区治理和建设，为居民
提供“零距离”服务，不断营造浓厚的
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城市人居环境越来越美

11月13日，《湿地公约》第十
四届缔约方大会上审议通过设立
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决议草案，全
国乃至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
心”将设于深圳。截至今年10月
底，深圳正式挂牌建设湿地公园
15个，全市湿地共有46832.74公
顷，目前是全国乃至全球湿地公
园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7月 11日上午，华南国家植
物园在广州揭牌，展示“山清水
秀、鸟语花香、峰回路转”的岭南
园林特色。数据显示，广州现有
林地面积 428 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 41.6%，森林总蓄积量 1954.9
万立方米；建成区绿地率达4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5.52%，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17.33平方米。

漫步城市中，湖水河道清澈
见底，公园绿地繁花似锦，街头
巷隅绿树成荫。广东持续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品
质，加快建设南粤秀美山川，擦
亮美丽广东的绿色底色。

目前，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8.7%，“开窗见绿、出门入园”已
成为许多市民生活的常态。此
外，广东还推动了近 1000 个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免费向公众开
放，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
到实实在在的提升。

近年来，广东加快森林城

市、森林乡村和绿道、生态廊道
建设，织密织牢森林绿色网络和
水系生态网络，推动城区园林
化、城郊森林化、道路林荫化、水
系林带化，全省城乡宜居环境得
到较大改善，森林城市建设已成
为广东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
亮丽名片。

争取“森林城市”全覆盖

长期以来，广东深入开展森
林城市建设，加快森林城市、森
林乡村和绿道、生态廊道建设，
全力推动全省 21个地级以上市
全部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工作，于 2016 年率先部署、全面
推动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建
设，积极推动县级城市加入到

“创森”行列中来。
如今，全省已基本建成珠三

角国家森林城市群，27个县级城
市开展国家森林县城创建工作，
14个县级城市规划备案，森林城
市建设已成为广东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的亮丽名片。

根据《广东省林业保护发展
“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全
省力争实现 21个地级以上市国
家森林城市全覆盖，推动各地级
以上市创建1个以上县级国家森
林城市，全省推进40个县级国家
森林城市建设，并着力把森林城
市共建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宜
居宜业的生态福祉。

公园，常被称作“城市
绿肺”，是体现城市生态、提
升市民幸福指数、进行文化
传播的重要载体。近年来，
阳江不断提升森林城市建
设质量和水平，一批内涵丰
富、特色浓郁的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郊野公园、乡村
公园，以及大型综合性城市
公园、社区公园、街头公园
等一一落地，带给市民满满
的幸福感。11月 3日，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公布新一批

“国家森林城市”名单，阳江
榜上有名。

成生态修复样板工程

海陵岛红树林国家湿地
公园绿意盎然、阳东寿长河
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白鹭
翩跹、十里银滩上沿海防护
林如绿色长廊……近年来，
阳江市创森办和相关专家
团队潜心研究生物多样性
发展，开展科研实验和生态
修复技术，使红树林从2012

年的 1.1 万亩发展到如今的
1.7 万亩；推动阳江创建了 2
个国家级红树林湿地公园，
建成 8 个地方级湿地公园，
获得了广东生态修复十大
样板工程、广东省十大观鸟
基地等荣誉。

生态环境的改善，让阳
江成了名副其实的“小鸟天
堂”和野生动物的家园。在
阳江，发现的野生动物种
类，已经从十年前的 266 种
增加到现在的466种。季节
性迁徙途经该市的野生鸟
类也逐年增多，截至目前共
发现近 240 种野生鸟类，勺
嘴鹬、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
珍稀濒危鸟类频繁飞临阳
江“做客”，为城市增添了一
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灵
动画卷。

市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清晨，微风拂过山岭，
清脆的鸟鸣唤醒了葱郁山
林，阳江金鸡岭森林公园迎

来了第一批登山健身的市
民。驻足大放鸡山，极目远
眺，漠阳江蜿蜒注入南海，
两岸绿意葱茏，市区尽收眼
底。“太漂亮了！站在山顶
看看风景，心情舒畅不少。”
居住地离公园不足千米，市
民林先生成了这里的常客。

“ 走 出 家 门 就 有 公 园
逛”。2017年启动“创森”以
来，阳江着力开展“公园之
城”行动，紧密结合城市扩
容提质，大力拓展市民绿色
休闲空间，推动完成了漠阳
湖公园、金鸡岭森林公园、
两江四岸示范段江湾公园
等公园绿地建设。

如今，阳江市的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城市公园、社
区公园、乡村公园等五级城
乡公园体系已基本成型，城
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92
平方米，这不仅拓展了市民
的生活空间，满足了市民日
益多元化的生态需求，而且
改善了城市生态系统，生态
环境进一步提升。

建设好大湾区“后花园”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阳江
“走出家门就有公园逛”

羊城晚报记者 戴灵敏

汕头

茂名

打造“森林康养产业”

城市“伤疤”变“绿肺”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通讯员 丘立贺

韶关：

首批地下文物
埋藏区名单公布

揭阳：

国内最大全密度
聚乙烯装置

产出合格树脂颗粒

深圳观澜：

党员变身“修路人”
破解路面坑洼问题

开窗见绿出门入园
广东乐享“森林城市”

全省“国家森林城市”已增至14个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也是美丽广东的主
基调。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新一批26
个“国家森林城市”名单，韶关、阳江、茂名上
榜。自2008年广州成为广东首个“国家森林
城市”以来，至今，广东“国家森林城市”增加至
14个，遍及珠三角和粤东粤西粤北，一幅生态
优美、自然宜居，钢筋大楼与参天大树和谐共
存的“绿色版图”在南粤大地不断扩大。

阳江已成为一座被森林拥抱的城市 梁文栋 摄

黄胸鹀现身韶关乐昌 梁亦淦 摄

位于汕头中心城区的开放广场绿意盎然 汕宣供图

茂名露天矿坑变身生态公园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陈锴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