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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前污水直排明月江，洗
衣洗菜都不得行。现在修了污水处理
厂，水又清了，可以用了。”达川区麻柳镇
刘家坝村村民王兴志高兴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达川区麻柳镇场镇人口不断
增加，畜牧养殖产业发展迅速，产生了大
量生产生活污水，生产生活污水没有处理
直接排到明月江，破坏了明月江及周边环

境，给沿河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
响。

为了给明月江沿河群众一个干净、
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达川区投资2000
余万元在麻柳镇刘家坝村修建了麻柳镇
场镇污水处理厂。项目于2017年5月底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目前污水处理厂通
过2个多月的试运行，大大改善了明月江

流域水污染状况。据达川区麻柳镇党委
书记杨璇介绍：现在麻柳场镇及周边村
组生产生活污水收集面达百分之九十
五，日处理达2000吨，有效保护了场镇及
明月江流域环境。

据悉，达川区按照乡镇污水治理计
划的总体要求，以铜钵河、明月江等流域
治理为重点，已经在麻柳、景市、双庙、大

风、赵家、平滩、石板7个乡镇建成污水处
理厂，目前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日处理量
达到4500吨，有效解决了乡镇污水排放
问题。同时还启动了赵固、石桥等9个乡
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到2020年，达川区全
部乡镇将建成污水处理厂，实现达标排
放。

（龚清华）

达川区7个乡镇污水处理厂正式投入使用
□到2020年，全区乡镇都将建成污水处理厂

近年来，宣汉坚持生态优先，大手笔
投入、大规模建设、大力度推进，步入林业
生态建设、民生林业发展速度最快、投入
最多、质量效益最好的时期。全县森林覆
盖率持续稳定在60%以上，先后获“全国
森林防火先进集体”、“十一五”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先进集体称号，成功创建全省绿
化模范县……今日宣汉，森林之城风姿绰
约，幸福之城初显娇颜。

生态建设，巧裁“绿色盛装”
宣汉大地，处处绽放出绿色的希

望，这片绿色美景，得益于对“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坚守。宣汉以城
镇、村庄绿化为“点”、通道绿化为

“线”、农田防护林建设为“面”，实行
“点、线、面”结合治理，构筑起与社会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森林生态防护体系。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60%，活立木蓄积
达到2050万立方米，初步构建了比较完
备的林业生态体系。

“绿点”不断增多。城市美，乡村也
美。步入宣汉的村落，村在林中、房在树
中、人在绿中，漫步其中，可以尽情领略自
然之美。

“绿线”不断延伸。国道、省道两旁绿
意盎然，变成了生态长廊，生态山区为城
市竖起绿色屏障，城市公园湿地吐纳着湿
润的空气，一道道茂密的林带环绕在城乡
周围。

“绿面”不断扩大。重点以林业项目
为依托的项目工程建设，每年完成造林面

积5万亩以上，义务植树450万株，道路
绿化200公里，通过工程的实施，全县生
态环境逐步改善，山区水源涵养地、重点
林区、州河两岸的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林业经济，打造“绿色银行”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宣汉

坚决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注重把工
程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结合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把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与发
展特色林业产业结合起来，林产业发展驶
进了“快车道”、跑出了“加速度”，成为撬
动当地产业扶贫、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发力
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宣
汉大地真正落地生根。

种植有“规模”。坚持林下种植业规
模化发展，初步形成以樊哙、龙泉、三墩等
乡镇为主的高山区中药材产业带，以下
八、南坝、红岭等乡镇为主的中山区特色
干果产业带，以国家森林公园观音山、峨
城竹海景区为主的低山区森林旅游与食
品产业带。2016年末，全县林业产业基
地达到151万亩。

加工有“品牌”。林产品精深加工突
出，通过招商引资培育了以胡家恒祥、天
台胶合板为代表的深加工企业11家，年
销售收入上千万元，培育壮大以“昌林药
业”、“黄金木耳”为代表的省、市、县级专
合组织25个，林业品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30%以上，2016年全县综合林业产值超
36亿元，人均林业收入达到2450元。

旅游有“特色”。充分发挥森林资源

丰富优势，大力开发生态旅游是宣汉县
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投入资金上
亿元对以楠竹场、观音山为主的景区进行
了提档升级。目前进行的大手笔、大规划
的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综合开发，就是有
效地利用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森林资
源。同时，利用国有林场的资源，成功创
建国家级森林公园1个、省级森林公园2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4A级景区
2个。2016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
生态旅游收入突破5亿元，实现了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从严管理，呵护“绿色本底”
生态文明建设，资源保护是重头戏。

树栽了，地绿了，管好树护好绿，全面提高
森林质量成为林业重要工作。宣汉牢固
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履行征占
用林地审核审批程序，形成保护林地的良
性沟通协调机制，为绿色永续发展提供了
制度保障。

严肃“查处”。加大林业行政案件的
查处力度，先后开展“林鹰”“春雷”

“五乱治理”“行政执法年”等专项行
动，采取突出重点、整治难点的工作措
施，积极实施“点与线、堵与疏、质与
量”的三结合流动巡查模式，严厉打击
盗伐滥伐、偷拉盗运等破坏森林资源的
违法犯罪活动。

严禁“滥伐”。加强林木采伐监管，采
取集中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与不定期检查
相结合方式，查处打击乱砍滥伐、偷拉盗

运木材的违法行为，取缔和关闭违法经营
木材加工企业。

严惩“盗猎”。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运
输、收购、经营加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
无证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严厉打击非法采伐、毁坏、收购、运输、加
工、出售珍贵树木或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
植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全面禁止一切破坏
野生动植物资源行为。2016年以来共查
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180余件，行政处罚
192人次，立案查处刑事案件7件，有效
地保护了森林资源。

深化改革，加速“绿色转型”
宣汉始终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林业

发展的根本动力，着力破解发展瓶颈，激
发发展活力，绿色正在宣汉大地全面铺展
开来。

“改之初”在决心。宣汉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工作，制定实施了《全
县林权流转办法》等文件。专门召开专题
会,查找问题，谋划思路，落实党政干部保
护和发展森林资源任期目标责任制，一条
破除传统、创新裂变、蜕变升级的产业发
展之路就此铺开，宣汉现代林业发展开始
扬帆起航。

“改之效”在行动。宣汉林业局作为
林改职能部门，坚持林业工作面向基层、
面对林农，建设活力林业，助农增收。同
时，有效调动农民参与林业生产发展的积
极性，上下联动，形成“全县一盘棋”的工
作格局。

“改之本”在为民。目前，宣汉共累计
流转林地面积 8525.73亩，流转金额
118.97万元；抵押贷款面积19.74万亩，
贷款金额4.6亿元，激发了广大农民从事
林业生产的积极性。

□杨金山 本报记者 桂爽

绿 满 宣 汉

本报讯 近日，在通川区
来凤路某会所内来了一位“不
速之客”：一只猫头鹰晕头晕脑
地飞到会所，蜷缩在书柜内，两
只眼睛睁得很大，看起来很惊
恐。

由于体型较大，害怕被猫
头鹰攻击，故大家都不敢轻易
靠近。正在包间休息的欧阳顾
客一边打电话报警求助，一边
让会所老板张女士找点食物来

“稳住”它，等待森林公安民警
的到来。

接通川区公安分局西城派
出所转警后，通川区森林公安
局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前往该会

所。执法人员发现猫头鹰左脚
处还留有一小段绳子，估计是
被不法分子猎捕后受到了惊
吓，在逃离过程中误入了会所
内。猫头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经初步检查，这只
成年猫头鹰并未受伤。执法队
员们随即将它带回通川区森林
公安局，因不具备救助条件，又
立即联系凤凰山动物园工作人
员，由动物园代为饲养，待精神
状态完全恢复后放飞大自然。

目前，这只猫头鹰被饲养
在凤凰山动物园。

（伍 颖 本 报 记 者
闫军 摄影报道）

猫头鹰受惊吓飞到会所
市民民警出手救援

■目前由凤凰
山动物园代为饲养，
待其精神状态完全
恢复后放飞大自然

妥善保护猫头鹰

猫头鹰蹲在
会所桌子上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达州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