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市林业局
岳市林字〔2023〕12 号 A1 类 同意公开

岳阳市林业局
对岳阳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243号提案的

答 复

市工商联等 1位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化为实践行动推动岳阳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建议》收

悉。现答复如下：

非常感谢您对岳阳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自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岳阳以来，岳阳林业牢记“守护好

一江碧水”殷殷重托，强化首倡地的使命担当，以“等不起”

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着重

推进长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打造最美最靓的生态建设高

地。

一、主要做法

一是打造最美丽的长江岸线。2018 年以来，持续推进沿

江造林绿化和生态修复，打造最美长江岸线，累计完成岸线



绿化 24459 亩，其中防护林建设 17792 亩、洲滩复绿 832 亩、

关停港口码头复绿 923 亩、关停堆砂场复绿 610 亩、工业园

区绿化 977 亩、沿长江可视范围森林提质改造和采石场复绿

3325 亩，建设长江绿色生态廊道（马拉松赛道 ）16.8 公里，

码头岸线复绿率达 100%，有力促进了河湖、岸线、湿地生态

功能的整体恢复，初步建成兼具生态功能和景观效应的“绿

色长廊”，长江岸线生机盎然。长江岸线复绿被省政府办公

厅作为 2021 年重点工作综合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予

以通报表扬。“最美岸线”在中央、省级领导来岳调研视察

中得到了肯定，在中央、省、市媒体密集报道中收获了“点

赞”。

二是扛牢首倡地职责修复生态。近 3年来，我们出台并

实施了《岳阳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开展洞庭湖

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保护区违

规采砂、君山后湖和采桑湖生态破坏等问题提前完成整改并

销号，清退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欧美黑杨 7.01 万亩，如期完

成三年清退任务并销号。实施湘江流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试点，修复洞庭湖湿地生态 8.6 万亩、退耕还湿 0.2

万亩、整治岸线 9.12 公里、整治洲滩 28 处。洞庭湖再现“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江豚嬉戏”的生态美景，洞庭湖生态修

复被国家林草局确立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的典范。

三是积极发展绿色产业生态惠民。2021 年我们积极探索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强化林业科技支撑，加速发展油茶、竹

木、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林下经济、花木等林业五大产业。



推进油茶低改，油茶面积达到 96 万亩、产量 9300 余吨，产

值 18.8 亿元。编制完善竹木百亿产业规划，加快楠竹综合

产业园发展，竹木产值达到 181.4 亿元。全市新增 3个省级

秀美林场、3处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平江幕阜森林康养基地

成功摘牌，成为国内第一家通过认证的国家级森林康养基

地，森林旅游与康养收入达到 42.7 亿元。构建“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林下经济经营格局，省级以上示范基地达 35

个，面积达到 138 万亩，总产值 33.4 亿元。积极参加 2021

年湖南省花木博览会，获优秀组织奖，花木产值达 5亿元。

四是打造最崭新的生态名片。持续加大候鸟、麋鹿、江

豚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的保护。自 2002 年起开展东

洞庭湖越冬水鸟调查，调查物种已扩展至除鸟类以外的麋

鹿、江豚、东方田鼠、植被和鱼类，鸟类调查区域从东洞庭

湖扩大至环洞庭湖，每年监测频次超过 20 次，编制《生物

多样性监测报告》，向社会发布“东洞庭湖鸟类监测公报”。

越冬水鸟数量已成为衡量洞庭湖生态环境改善的权威性参

考指标。“候鸟的欢歌”“江豚的微笑”“麋鹿的倩影”写入

了去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深入人心的岳阳生态新名片。

二、下步工作计划

生态是长江的底色，生态是长江的屏障。下一步，岳阳

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定贯彻湖南推进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

责任不松、标准不降、干劲不退，持续开展长江岸线整治复

绿，确保常治长效，着力打造岳阳绿色发展“升级版”，保



护长江岸线的“岳阳样本”，为推动湖南乃至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高效实施生态建设项目。重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治理项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湿地修复项目和科学国

土绿化项目。

二是推进岸线绿化提质改造工程和乡村绿化美化工程。

三是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开展森林资源督查，打击

非法占用林地破坏林木资源行为。

四是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湿地城市。

岳阳市林业局

2023 年 7 月 18 日

承办负责人：李强初

承办人及联系电话：周浪 0730-8938219 18701250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