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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将新增“绿城”名片
本报专访烟台市林业局局长周旦

通过三年努力，烟台市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全国绿化委员
会核查，并得到高度评价，这将为烟台增
加一张标志城市绿化最高荣誉的靓丽名
片。三年水系绿化工程到了攻坚决胜的
最后一年，2013年烟台林业发展的重点
是什么？本报记者对烟台市林业局局长
周旦进行了专访。

齐鲁晚报：烟台市民共同参
与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创建，从
三年大造林再到三年水系绿化
工程，“绿城”是一张靓丽的名
片。2 0 1 2年，烟台“绿城”创建取
得哪些成果？

周旦：2 0 0 9年，烟台正式提
出参加第四届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评选活动，经过连续多年全市
上下的共同努力，创建“绿城”评

选中的12大项指标，烟台全部达
到或者超过规定标准。去年 1 0

月，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亲自带
队对烟台市创城工作进行核查，
对烟台市创城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今年年初，全国绿委举行授
牌仪式，烟台将成功摘得这枚标
志城市绿化最高荣誉的绿色名
片。

2012年，烟台投资6 . 4亿元，新

增造林面积22 . 9万亩；其中水系绿
化15 . 6万亩，新建绿化示范镇19

处、绿化示范村143处。2013年，是
三年水系绿化工程的攻坚决胜之
年，40万亩水系绿化总目标将在今
年全部完成。

造林更要护林。古语说，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要想让后代享受青
山绿水，造林的同时护林更重要。
一颗烟头能毁掉千顷林海，如果不

能做好护林工作，那么多年植树造
林的成果将会毁于一旦。也是因为
这个缘故，去年一年，烟台投入
4650万元用于新建瞭望台、护林房
等基础设施和购置风力灭火机等
灭火装备，同时加强防火宣传和防
火队伍建设，使森林火灾发生起数
和过火面积同比均下降90%以上，
为维护全市森林资源安全和林区
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市森林覆盖率居全省首位

齐鲁晚报：创建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是烟台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烟台在做好林业生态建
设上不遗余力，目前的情
况如何？

周旦：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近年来，烟台市
先后启动实施了以公路
绿化带建设为重点的绿
色通道工程、以堵口加宽
为重点的沿海防护林工
程、以山区绿化为重点的
三年大造林工程、以水源
地绿化为重点的三年水
系绿化工程，累计造林超
百万亩，初步构建起以自
然保护区为载体，公路林
带、水系绿化、农田林网
为框架，城市、镇村绿化
为节点的布局合理、功能

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2%以
上，居全省首位。

烟台坐拥丰富的森林
资源，林业类型的自然保护
区达20处，其中国家级保护
区2处、省级保护区13处、市
级保护区5处，经营总面积
达到228 .2万亩，占全市国土
总面积的11 . 1%；森林公园
21处，其中国家级7处、省级
4处，经营面积达到56万亩；
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在
数量和面积上均位居全省
前列。

齐鲁晚报：烟台拥有
这么多丰富的森林资源，
下一步在保护的同时将
如何发展利用森林资源？

周旦：这些自然保护
区和森林公园不仅是烟

台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
气候调节地，也是非常不
错的旅游资源。不仅仅是
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长岛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海阳的招虎山、蓬
莱艾山等都各具特色，在
保护的同时，森林旅游可
以更好地发展下去。

夹河、逛荡河、辛安
河、鱼鸟河、沁水河……都
将发展成为可供市民和游
客漫步的绿色观光大道。夹
河工程已经初具模型，夹河
堤顶路进行了彩色沥青硬
化，路两边的绿化还运用
了樱花等观赏性的花木，
这里将成为一条慢踏自
行车绿色观光大道。自
然、生态、休闲、旅游是对
绿色烟台最好的诠释。

林业产业盯上木本粮油和生物质能源

齐鲁晚报：林业产业
是推动林业事业科学和
谐发展的重要支撑，烟台
林业产业的现状如何？未
来发展的重点是什么？

周旦：生态林业与民
生林业是林业产业发展
的主要方向，我们正在加
快推进林业产业发展意
见和总体规划起草工作。
2012年，烟台通过强化产
业基地建设、培育龙头企
业、提升对林企和林农服
务水平等途径，实现了林
业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成
立全省第一家地市级林
业产业联合会；省、市级林
业龙头企业分别达到20家
和40家；争取林业贴息贷款
3 . 9亿元、贴息资金1154万
元，同比增长160%；全市实
现林业产值645亿元，由全

省第四位跃升至第二位。烟
台拥有超过400万亩的商
品林，有张裕、安德利等
在全国享有高知名度的
大型林企，同时也具备作
为连接东北亚交通枢纽
城市的区位优势，发展民
生林业潜力巨大，我们正
努力将林业产业打造成
富民兴烟的支柱产业。

烟台林业产业基地
正在发生着变化，除了苹
果、大樱桃、梨等传统优
势水果，蓝莓、茶叶等新
兴产业也将得到重点扶
持。其中，牟平“蓝莓谷”
项目建设将辐射带动发
展1000亩以上，同时向深
加工方向延长产业链条；
年均新增茶叶种植面积
1000亩以上，同时提高茶
叶精深加工水平。

核桃、板栗等是高附
加值的干杂果，目前栖
霞、海阳、莱阳等地核桃
林在增加。到2015年核桃
种植面积将达到5万亩、总
产量达到600万公斤，核桃
深加工可制成核桃油。核
桃油的营养价值高，附加
值也高，目前栖霞有企业
已经开始生产了。扶持培
育核桃油品牌，可以打造
成为烟台林业产业的新
亮点。而利用文冠果、黄
连木等植物果实制造生
物柴油，生物质能源也已
经进入探讨建设阶段。

2013年，烟台将继续
推进果品生产加工、木材
生产加工、森林旅游、种
苗花卉、林下经济和野生
动物驯养、木本粮油和生
物质能源六大主导产业。

烟台市林业
局局长周旦 记
者 李娜 摄

□通讯员 刘邦伟

□本报记者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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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发生起数同比下降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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