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区结合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大绿化造林力度，实施

森林生态屏障、城乡绿色家

园、生态景观廊道、生物多样

性保护、森林质量提升等工

程，不断提升绿化造林水平。

我区结合长荡湖生态治

理，在实施退田还湖、湖泊清

淤、地形重塑等工程的同时

开展绿化造林，为柚山美丽

乡村示范点建设、河海大学

常州新校区建设等奠定基

础。结合茅山矿山复绿、土

地整治、茅山旅游开发等，加

强茅山旅游公路、各旅游景

区和村绿化。

在薛埠镇盛源家庭，三

棵古茶树生机盎然。农场负

责人武志明表示，三棵茶树

经专家评测有近 200年树龄，

经过几代人精心呵护依然生

机勃勃，这正是代代相传爱

绿护绿的结果。区绿委办负

责人表示，目前全区登记在

案古树有银杏、槐树、朴树等

多个种类，树龄最大 1000 年

左右，最小 100 多年，均由专

人管护。薛埠镇上阮村宜树

则树、宜花则花，连拾边地都

进行了绿化。近年来，结合

土地整理和绿化，上阮村处

处是茶果飘香的景象，“穷山

凹”变成“聚宝盆”。上阮现

代农业产业园结合绿化造

林，打造花卉景观园区，与南

京林业大学合作共建海棠

园。经过多年发展，海棠园

种植了各种花期海棠，赏花

时间延长了许多天。薛埠镇

上阮村党总支书记张留斌向

记者介绍，近年来上阮的樱

花成了网红打卡地，春到上

阮、夏到上阮采摘已经成为

该村的特色。正是因为加大

了绿化造林力度，上阮的森

林覆盖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提

升，从而推进了水土保持，拉

动了经济，促进了上阮省级

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

植树，不仅仅是植一棵

树，更是在为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力量。每棵树背后，有

我们共同生活的绿水青山，

更有我们珍视的蓝天白云。

“网格化+四个聚焦”提升绿化新高度

去年以来，我区创新义务

植树形式，推出“互联网+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引导群众

“网上认种”。通过“互联网+
义务植树”，从而实现公众参

与义务植树的常态化、常年化

和便捷化。

老杨是一名退休干部，住

在文化社区。去年，因为疫情

影响，义务植树从现场改为网

上认种，他第一时间捐款 100
元。今年，他又捐款 100 元，

在社区公共绿地种下一棵小

树，让孙辈写上祝

福，要让孙子和

小 树 一 道 茁

壮 成 长 。

住 在 城

市 花

园 的

李 老

师，几十

年 来 对 花

草情有钟独，

去年也加入了

网上认种的行列。

他说，希望美丽金坛的图画中

有自己的一点绿。李老师住

在五楼，他变阳台为花园，种

植了10多种绿植,他说如今小

区居民不仅在自家阳台、小

院、建筑外立面和室内开展

“立体植树种花种草”，还通过

网络认种认养。小徐是区资

源规划局党员，上周末带着儿

子到下塘河给认种的小树浇

水。

区绿委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区大力倡导党员干部积

极捐款参与义务植树，继续推

行“网上认种”，居民可通过向

江苏全民义务植树网进行捐

款，参与网络植树。每 20 元

折算 1株植树，60元可获得全

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

“互联网+义务植树”开启绿化新模式

爱绿造绿护绿 营造绿色新生活

我区始终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先后创成“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生态市”，

今年刚刚获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截至去年，全区林地面积 25023 公顷，林木覆盖率

27.81%，超过农业基本现代化省定指标。

不负好春光，绿化正当时。挖坑、落苗、填土、浇水……连日来，金坛大地处处可见党员干部

和群众植树造林的身影，一棵棵树苗为金坛大地增添了一片片绿意，传递着春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记者 蒋建君 通讯员 马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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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突出“四个聚焦”，开展

植树造林和资源保护。聚焦创

新，激发林业产业内生动力，与南

京林业大学合作，开展适应本土

树种研究、繁育和推广。建立一

个拥有20多种原生树种的种质资

源库，推广栽培乡土树种，创造林

业产值 10多亿元。聚焦市场，调

优林业产业结构，采取纯林栽培、

果茶间作、建薄壳山核桃特色村、

油用牡丹特色区等模式，大力发

展木本油料林。聚焦生态，以生

态文化涵养美丽乡村，新建义务

植树基地多个，打造仙姑、上阮和

谢桥村等绿美村庄示范点。

绿化不仅改善生态环

境，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更成为

经济发展软环境。今年来，全区

完成成片造林 1050亩，完善更新

农田林网2000亩，四旁植树10万

株，珍贵树种培育12万株，年内将

创成省级村庄绿化示范村8个，林

木覆盖率争取同比提高0.2%。

绿色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

我区结合全省林长制工作试点，

掀起全民绿化热潮，建立健全护

林网格，变“林长制”为“林长治”，

“治”出众手合力的“同心林”、运行

便捷的“线上林”、增植扩绿的“长

青林”、惠普民生的“幸福林”，散发

出更加迷人的生态魅力。

全国“最有诗意的路”——“绿野仙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