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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林开荒

铲铲除除菜菜园园，，工工作作人人员员磨磨破破手手套套
重罚不合适，轻罚无效果，森林公安面临监管难题

本报记者 吴江涛

年年栽树，年年留不
住树。山坡毁林开荒，相关
部门多次干预和处理，却
始终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
法。不少地方毁林种菜的
问题已经成了“顽疾”。管
理人员执法时遭遇了怎样
的尴尬？又面临什么难题？
记者进行了调查。

“很多种菜的居民都知道我
们拿他们没办法。”于深福说，很
多种菜的人比较善于“钻空子”，
知道砍树会被罚，于是就不砍
树，或者只砍少量小树，或者在
树少的地方种菜。

据了解，毁林开荒者每砍一
棵树，森林公安部门发现后会对
当事人罚款一百多块钱。砍树种
菜的人毁掉的树木数量并不多，
因此每次罚款的数额也不会很
高。

由于处罚不是很严厉，更多
的时候，由于根本无法找到当事
人，森林公安也无法进行罚款，
居民类似违法行为的成本很低，
毁林种地问题也就屡禁不止了。

还有不少人和相关部门玩
起“躲猫猫”，森林公安部门进行
处理时，他们当面接受处理结
果，然而管理人员一走，毁林开
荒的现象就会再次出现。“我们
森林公安也不可能24小时监控
和监视。”工作人员说。

执法遭遇尴尬>>毁坏面积小，只能批评教育

烟台市森林公安局城郊
分 局 副 局 长 于 深 福 告 诉 记
者，之所以毁林开荒的问题
屡屡解决不了，主要原因是
监管难，执法难。

于 深 福 说，毁林开荒具

体到个人的面积并不大，而
且 很 多 毁 林 种 菜 者 都 是 老
人，从人性化执法的角度来
说，相关部门都是以批评教
育为主，比如通过在小区里
贴通告等方式要求居民自觉

清理，特别严重的行为，他们
才 会 同 城 管 等 部 门 强 制 清
理。批评教育，显然这样的处
理方式太轻，很难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毁林

现象，我们肯定严肃处理。”于
深福说，类似小璜山这样的问
题，毁林程度从个人来说算不
上严重，但是毁林块数又不
少，不处罚很尴尬，从重处罚
又比较为难。

种菜人玩“躲猫猫”>>

违法成本低

种菜屡禁不止

金沟寨立交桥一侧山道
上，护山的松林被砍断，山坡和
林间空地成了居民的“菜园子”。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补种费钱费力>>小璜山补种一次需上千棵树苗

砍树开辟菜园，不仅破
坏了树木本身，山体植被也
遭到破坏，雨季容易造成水
土流失，对山下居民的生活
带来严重影响。为了解决类
似问题，森林公安部门投入

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及财力，
但是收效甚微。

“就拿小璜山来说，我们
这次打算在开荒的地方重新
栽上 1 0 0 0棵树。”于深福说，
森林公安部门在小璜山进行

过多次补种，仅这一次补种
的树苗就达上千棵，每棵树
苗成本是几十块钱。

每次补种树苗是一笔不
小的花费。除了树苗钱外，补
种 树 苗 、清 理 菜 园 等 ，对 人

力、物力都是很大的消耗。去
年1 1月份，森林公安、城管等
部门一起去解决小璜山毁林
开荒的问题时，一些工作人
员 清 理 菜 园 时 由 于 面 积 不
小，有些人的手套都磨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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