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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林长制是生态文明

领域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是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的重大制度保障和长效

工作机制 

 

在陕西汉阴，县、镇、村三级共 892 名林长全方位管护全县 149.29

万亩林地；在江西吉安，靠智慧管理平台全面应用林长制巡护系统，各类

事件办结率达 99.4%；在安徽滁州，林长制公益监督员深入基层一线，走

访收集各方建议……2020 年 12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林

长制的意见》提出，“确保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长制”。一年多来，

全国各地全面推行林长制改革，设立各级林长近 120 万名，如期实现了目

标。全国基本建立了上下衔接、职责明确的林长制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

逐步形成了保障有力、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林长制是生态文明

领域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是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的重大制度保障和长效

工作机制。林长制源自基层的创新、成于顶层的设计，以保护发展森林草

原等生态资源为目标，以压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责任为核心，以制度体系

建设为保障，以监督考核为手段，初步形成了“有问题、找林长”的协同

治理机制。随着林长制工作步入有效运行、系统深化阶段，我们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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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在机制完善、运用、见效上持续发力，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

为治理效能。 

林长制的重心在于建立健全党政领导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林长的森林

草原保护发展责任。当林长要干什么、怎么干，这是首先要想清楚、做到

位的事。全面推行林长制，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要求，坚持

生态优先、保护为主，坚持绿色发展、生态惠民，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

宜，把林草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事业发展同步谋划、同等重视、

统筹考虑。从各地实践来看，相关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些地方在林长制

工作基础上，还因地制宜推出“林区警长制”“民间林长”等做法，进一

步夯实了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的制度基础。细化、实化“最后一公里”的管

护责任，带动社会参与森林草原保护、提升公众生态文明自觉，才能形成

保护林草资源的合力。 

让好制度产生好效果，狠抓落实是关键，督查考核是保障。全面推行

林长制，要全面强化林草资源保护管理，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执法监

督，保护生物多样性，以持续增强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积极

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加强林业工作机构建设，出台护林员管理文件，把

发展经济和生态惠民有机结合起来。同时，也要强化监督和考核，充分发

挥正向激励和负面惩戒作用，实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落实。把林长

制这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好，就能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

山银山做得更大。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制度创新未有穷期。全面推行“林长制”，有助

于解决林草资源保护的内生动力问题、长远发展问题、统筹协调问题，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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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林长治”。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方面力量。着力完善各方

面体制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我们一定能守

住生态安全的底线，更好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为子孙后代留下

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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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2-08/29/nw.D110000renmrb_20220829_2-0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