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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日 可 爱 母亲的手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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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洛阳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洛阳市全面推行林长制
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洛阳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全文
如下。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工
作，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的通知》（厅字
〔2020〕34号）和《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全面推行
林长制实施意见〉的通知》（厅文〔2021〕25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求，在
全市森林资源（包含林地、湿地、草地等资源，
下同）责任区域，全面推行林长制，明确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
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
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促进乡村振兴，加
快生态强市和美丽洛阳建设，为建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提供生态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全面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加大森林
资源保护力度，强化规划约束，加强生态保护
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森林质量，不断
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

坚持绿色发展、生态惠民。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打响“国花牡
丹”为引领，大力发展具有洛阳特色的林业产
业，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打通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实现林业
高质量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以沿黄河生
态带和南部四县为重点，坚持分类施策、科学
管理、综合治理，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全面解
决好林业生态保护发展的突出问题。

坚持党委领导、部门联动。加强党委领
导，明确各级林长职责、建立健全监督考核和
责任追究机制，构建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
心的责任体系，统筹各级力量，形成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工作目标
2021 年底前，全面建立林长制。到

2025年，林长制成效明显，林业生态大市的
地位更加稳固，“十四五”林业发展目标如期
完成，森林资源保护发展主要指标持续保持
在全省前列；森林覆盖率达到46.5%，森林蓄
积量达到4798万立方米，草地综合植被盖度
达87.5%，湿地保护率达到55.5%，森林草原
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下，森林草原有害
生物成灾率控制在3.8‰以下，森林、湿地、草
地生态资源全要素碳储量达到 1.28 亿吨。
到2035年，林长制改革全面深化，林业生态
强市建设取得突出成效，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全面提升，森林碳中和能力、生态服务功
能显著提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森林覆
盖率达到 47.15%，森林蓄积量达到 4890 万
立方米，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88.5%，湿地
保护率达到 58.3%，森林草原火灾受害率控
制在0.8‰以下，森林草原有害生物成灾率控
制在3.5‰以下，森林、湿地、草地生态资源全
要素碳储量达到1.35亿吨。

二、组织体系
（一）构建四级林长体系。建立市、县、

乡、村四级林长体系。市级设第一总林长、总
林长、副总林长、林长。第一总林长由市委
书记担任，总林长由市长担任，副总林长由
市委副书记、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的副市长
和分管副市长担任，林长由市委、市政府其
他领导同志担任。各县区参照市级建立林长
体系。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设立林长体系。国有林场、自然
保护地等经营单位设立林长，纳入市、县林
长责任体系。各级林长实行分区（片）负责
制和层级管理。

（二）设立林长制工作机构。成立市、县
区林长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同级林业主管部
门，党委、政府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办公室

主任由同级林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担
任，副主任由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水利、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担
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市、
县区林业主管部门承担林长制组织实施的具
体工作。

三、工作职责
（一）林长职责。市、县区第一总林长、总

林长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森林资源保护发展规
划，研究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问题，副
总林长、林长分区（片）负责森林资源保护发
展和国土绿化等工作。国有林场、自然保护
地、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林长、副林长
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域森林资源保护、国土绿
化等工作。各级林长结合实际联系一个自然
保护地或国有林场。

（二）林长办公室职责。负责推行林长制
日常工作，组织构建林长制责任体系，建立健
全相关会议、督查、考核等制度，落实本级林
长会议议定事项；组织实施林长制工作年度
考核；适时总结报告林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和
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等情况。

四、主要任务
（一）严格森林资源保护。严格森林资源

保护管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治理，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守护
好“中原水塔”，加强故县水库、陆浑水库等水
源地森林培育，营造高质量水源涵养林，因地
制宜建设人工湿地。加快建立以自然保护区
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保护野
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森林种质资源、古树名
木等生态资源。加强公益林管护，落实天然
林保护修复制度。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
加强林木采伐和林地使用管理，严格控制林
地、湿地转为非林地、非湿地，禁止毁林毁草
毁湿开垦。加强常态化森林督查，严厉打击
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加强森林生态修复。加强南部四县
生态涵养区、北部沿黄生态带生态修复，科学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高标准实施国土绿
化行动，持续推进沿黄绿化、困难地造林、廊
道绿化巩固提升、乡村绿化美化，增加森林资
源总量，打造伏牛山“森林氧吧”。推进森林
分类经营，提高森林质量和林地、湿地碳中和
能力。加强森林城市、森林乡村建设，提升城
乡生态功能。完善农田林网防护体系，保障粮
食安全。落实部门绿化责任，推动“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提高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

（三）强化森林灾害防控。落实重大森林
有害生物灾害防治地方政府负责制，健全重
大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和联防联治机制，加强
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等有害生物监测防治，

“十四五”期间消除栾川县松材线虫病等森林
灾害。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坚持
防灭火一体化，科学防控森林火灾。完善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和防控机制，联合
开展监测、防控工作。

（四）搞好森林资源监测。加快现代信息
技术应用，推进生态网络感知系统建设，开展
森林生态综合监测评价，持续完善森林资源

“一张图”“一套数”动态监测体系。建立全市
林长制智慧管理、森林防火预警监测、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古树名木监控等系统，逐步
建立重点区域实时监控网络，掌握森林资源
动态变化。

（五）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全面深化国有
林场改革，保护和发展国有森林资源。持续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健全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机制，完善产权权能实
现形式。发展绿色富民产业，大力推动洛阳
牡丹和森林康养等特色产业，积极推进生态
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构建“林长+公安局
长”“林长+检察长”等“林长+”机制，实现森
林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探索设立
民间林长，凝聚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合力。
拓展林业碳汇消纳渠道，逐步推进碳汇交
易。健全林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加快林业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六）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加强县、乡林
业工作履职能力建设，完善林区道路、水电、
通讯、森林防灭火等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支撑
保障能力。加强县区、乡镇、村监管体系建

设，建立乡级监管员和村级专（兼）职护林员
队伍，构建县、乡、村“一长两员”（林长+监管
员+护林员）监管责任体系。加强基层林业
综合行政执法，配齐配强执法力量。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是

推行林长制的责任主体，要强化组织领导和
林长制组织体系、责任体系、目标体系、保障
体系和工作制度建设，形成全面推行林长制
新格局。市、县区在设立林长办公室的基础
上，要明确林长制专职工作力量，承担林长办
公室日常工作。

（二）加强政策保障。各级要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保障森林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护林
员队伍建设，完善森林资源生态保护修复财
政扶持政策，将推行林长制工作经费纳入同
级财政预算。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推行
林权抵押贷款和政策性森林保险，引导金融
和社会资本参与保护发展森林资源，逐步建
立市场化、多元化资金投入和补偿机制。建
立国土绿化用地保障机制，促进林业可持续
发展。

（三）加强督导考核。落实森林资源保护
发展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约谈制
度。县级以上林长负责组织对下一级林长履
职情况和任期目标、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并
以适当方式进行通报。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森林资
源严重破坏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四）加强宣传引导。建立林长制信息发
布平台，科学设置林长公示牌，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
度，形成广泛知晓、大力支持和参与推行林长
制的良好氛围。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倡
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增强全社
会保护发展森林资源责任意识，让爱绿植绿
护绿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共同建设更高
品质的美丽洛阳、幸福洛阳。

各县区党委和政府在推行林长制过程中
的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市委、市政府。

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洛阳市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

打我记事起，母亲的口袋里总装着一条小手绢，是四角印花、一
尺见方的的确良小方巾。母亲的手绢无论何时何地掏出来，都是洗
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就算包东西也包得有棱有角。

儿时，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假小子，街坊邻居嘴里的疯丫头，天
天带着弟弟妹妹上树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上树掏鸟蛋，
被鸟窝里的蛇妈妈咬了一口。虽然不是毒蛇，但我还是吓得连出溜
带爬地从树上摔了下来，膝盖也蹭破了，坐在地上动弹不得。母亲
火急火燎地赶来，掏出手绢替我包扎好腿上的伤口，又用嘴吸我手
指上的蛇毒，疼得我龇牙咧嘴地踢母亲。母亲却不说话，只管用力
地吸吮我受伤的手指，直到吸不出血水为止。

集市上，看到香气四溢的水煎包，母亲就会掏出小手绢，取出里
面紧裹着的整齐而破旧的零钞，买一盘水煎包，微笑地看着我们姐
弟几个津津有味地吃。而母亲总说自己不饿，长大后我才明白，母
亲那是舍不得吃。

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姑姑捎回一盒水果糖。村里的孩子几乎
没见过更没吃过，母亲用手绢包了糖果，一一送给左邻右舍尝鲜。
我就埋怨母亲自己不舍得吃，却要分给别人。母亲说：“远亲不如近
邻，邻居就是亲人，你如何对别人，别人就会如何对你，亏不了！”这
朴素的语言不正诠释了“爱出者爱返”的道理吗？

余下的糖果，母亲尝也舍不得尝，当我们姐弟谁期末拿着奖状
回来，母亲就从她的小手绢里取一枚糖果作为奖励，抑或只是几颗
熟花生、一个水煮蛋、两个核桃、一个苹果、一个粗皮大鸭梨……

后来我们长大了，母亲也老了，纸巾取代了手绢的功能，但母亲依
旧用她的手绢，不用纸巾，她觉得用纸巾太浪费。我就给母亲买新手
绢，可她舍不得换，总说旧的又没烂，而且很软和，比新的用着舒服。

母亲洗得发白的小手绢，曾经无数次擦去我委屈的泪水、幸福
的汗水，也曾沾染过我们姐弟几个的血水，更变戏法儿似的无数次
从里面变出零钱和美食。母亲的手绢承载着无数美好的回忆，也教
会我们做人的道理，更蕴含着深深的母爱……

簇簇竟相鲜，一枝开几番。诗人笔下的野菊花，绵绵流芳，香远
至今。

那个周末回老家，和母亲一同上山，看到金黄色的野菊花一片
一片地开着，细细碎碎的小花朵挨着挤着笑着，明亮又温暖。我蹲
下仔细端详那小小的花朵，金黄的花瓣错落有致地围成一圈，将花
蕊包起来，花蕊由无数长条形的小粒排列而成，花粉附着其上。闭
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在沁人心脾的清香中陶醉了！

小时候我家在山边，每到深秋时节，在路旁的草丛中、枣刺间、
石缝里、山崖边，总能看到一簇簇一丛丛的野菊花，耐得住风霜的打
击与摧磨，开得尽兴烂漫，毫无遮掩，就如我们的老一辈般朴实、平
凡、刚强不屈、百折不挠，有一股令人敬佩的坚忍顽强。

乡间无闲草，用好皆是宝。野菊花清热去火，晒干能泡水喝，亦
可做养生药枕。我和母亲采摘了一些花朵，准备晒干了喝菊花茶。
又选了两束最好的拿回家插在瓶中，让这芬芳永驻心间。

野菊花，以它独特的美好韵味，蕴含着我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万物被冬日所囊括。
冬日坐在王位上，世间的一切都属于它的了，

都将以它去命名。
蛙到土层下睡觉去了，那叫“冬眠”；人类的衣

服加了绒、添了棉，那叫“冬装”；餐桌上频频亮相
的白菜、萝卜，那叫“冬菜”；家乡的田野，无边无际
的庄稼苗，那叫“冬麦”……

我走在冬日里，被冬风推搡，时不时地摇摇晃
晃。但是，总不忘抬头，总不忘微笑，总不忘叨念
一个词：冬日可爱。

冬日，的确可爱。
它不同于春日的娇娆，夏日的丰腴，秋日的端

庄，但它独有的简约个性，犹如一个画家画尽了繁
华之后，简笔勾勒的细节，更贴近于生活的根本，
更切合于人生的真挚。

我走在河边，看到一景：
掉光叶子的白杨，通体洁净，瘦削而高挑。它

们似乎出离了人间的喧哗，正为着一种崇高的信
仰，极力向上。它们沿着堤坝的斜坡，向远方铺展
开去，已经成林，成海，成一个耀眼的银色世界了。
它们莫非就是魏巍笔下的，那群“最可爱的人”？

它们头顶上的丫枝，不旁逸不斜出，统统向
上，像一股股聚拢的力，直指苍穹。那种奔赴的姿
态，仿若一个掉光所有杂念的人，只剩一门心思，
努力地对抗着西北风。它们莫非就是茅盾笔下热
情颂扬的那种倔强？

我不由得迈步进入这幅画中。仰首，天空蓝

得纯粹，蓝得让人忍不住感恩；俯首，道路就在脚
下，一条蜿蜒的优美弧线，让人忍不住前行。

我走在河边，还看到一景：
它们是两行苦楝树。冬日的苦楝树，似乎落

尽了人间所有的琐碎，吃完了一生该吃的苦，已
经抵达生命的极致。枝梢缀着的楝籽，颗颗饱
满，灿若繁星；粒粒圆润，煌若金铃。它们在阳光
中闪闪烁烁，让每一位路过的人，为它们而驻足，
而感叹。

尤为可爱的，是苦楝树的臂膀上，大都托举着
一个鸟巢。鸟儿们出出入入，叽叽喳喳，把寒冷的
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就连走过这里的风，也似乎
蹑手蹑脚，屏住了呼吸。

我把我看到的这些美景，拍成图片挂在微信
朋友圈里分享，并冠以“冬日可爱”一词。亲友们
纷纷点赞。

唯有一个同事，提出质疑：喂喂，词语用错对
象啦，零分哟。

我笑，晓得同事和我一样，职业病又犯了。是
的，一个站在讲台上不停地规范和敲打孩子们的
人，私下里却乱点“鸳鸯谱”，这的确有点“只许州
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但是，嘿嘿，我可
不是在考卷上乱动用的哟。

“冬日可爱”一词，出自左丘明《左传·文公七
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
注：“冬日可爱，夏日可畏。”

由此可见，“冬日可爱”的“冬日”，指的不是

“景”，而是“人”。说的是一个人如同冬天的太阳，
使人觉得温暖亲切，很想接近。

于是，我把视觉一转：
她是一个小姑娘。穿得圆鼓鼓的，像一个小

气球。她在河边撒欢儿跑着，突然脚下打滑，摔了
个嘴啃泥。我伸手想拉她一把，她却嘻嘻地笑着，
爬起来向我做个鬼脸儿，继续向前跑了……

他是一名保洁员。一会儿拿着大扫帚收拾满
地的枯叶，一会儿拎个大袋子，排查似的，一路清
理垃圾桶里的垃圾。清晨或黄昏，我偶尔和他相
遇，向他问声好，他总笑得像个红太阳……

她是一名绿化工。正在挥镰收割河边干枯的
苇草，她的脚陷在河泥里，脸上灰扑扑的，冬日里
也会挥汗如雨。我问她，苇草为何要割，割了何
用？她答道：免得着火呀，能造纸啊……

我把我看到的她和他，以及她们和他们，这一
群温暖而让我想接近的人，拍成图片，又挂在微信
朋友圈分享，再次冠以“冬日可爱”一词。亲友们
却沉默了一半。我知道这个用法，是个比喻义。
大凡带着典故的词语，内涵虽然丰富，但毕竟有点
拐弯，总不够通俗，因此也让人不易接受。

我的那个同事，却在评论区留言：喂喂，用对
了，满分。

其实，我觉得：冬天的太阳是可爱的，像冬天
太阳的人是可爱的；冬天的景色是可爱的，冬天的
日子是可爱的……一切的可爱，都因温暖、亲切和
正能量而一律可爱。

□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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