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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

求，也是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保证。我国当前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大力开展林业造林以及林

业资源保护，以此进一步改善生态系统。各地区积极开

展植树造林工作，一方面能够显著提升当地生态系统地

承载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能够对当前的环

境进行有效治理。

一、皖南地区森林资源保护情况

皖南地区近年来森林资源发展迅速，但是在森林资

源规划方面依旧存在一系列问题。由于当地森林资源相

对丰富，在近年来退耕还林的影响下，当地的森林资源

得到一定程度地增加，森林资源保护和造林工作起到了

较大成效。皖南地区的森林面积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当

地的森林资源数量丰富，且自然环境适宜森林的发展，

多山地的地形特点为造林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条件。当地

还具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景观资源丰富，为旅游业

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林业造林技术

实施造林工程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

森林资源作为生态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

当地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积极开

展植树造林工作，能够显著提升当地的生态环境，减少

水土流失问题，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同时也能为

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木材，带动当地区域经济的发

展。在造林工作中需要注重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前期整理

在开展植树造林工作时，要做好前期整理工作。对

于造林地进行整理，对工作开展区域的杂物植被进行

清理，同时对造林地的土壤进行翻新，由此为工作开展

提供前期准备工作。根据造林地的实际情况将整地技术

划分为全面整地技术和局部整地技术。对于地形地势平

坦，且当地适合造林面积较大的区域实行全面整地技

术。而对于地形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的坡地、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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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则使用局部整地技术。局部整地有不同的整地方

式，对于坡度平缓的丘陵地区可应用带状整地技术，对

于石质山地和干旱半干旱地区，通常应用鱼鳞坑整地技

术等。在实际工作中，所选择的整地技术要根据当地的

实际情况选择。注重对造林地进行充分的翻耕处理，以

此保证土壤的透水能力强，增强土壤含水量，提升土壤

有机质含量，以保证在苗木种植后能够健康生长，保证

造林工作的开展效果。对于树苗的选择，要根据当地的

气候条件，选择适合本地生长的树苗。树苗选择的情况

会直接影响林木的成活率和植树造林工作成效。在选择

品种时，要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树木规划方面，为营

造混交林，需要从外地引进树苗品种，在引进过程中同

样要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环境因素，选择适合本地的

优良林木品种，提升树苗对当地环境的适应能力。

（二）造林方式

当前的造林方式较多，在实际在工作中会根据具体

的情况选择合适的造林方式。移栽造林技术则是将已经

培育好的树苗，通过移栽使其种植在当地的造林方式。

该项技术对不同造林地环境的适用性较好，在不同的地

质条件下都能进行开展。由于所移栽的苗木自身携带根

系，在进行种植后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的环境，加快

生长速度，提升树木的存活率，对于地质干旱和土壤贫

瘠的地区开展效果较好。该种技术方式虽然能够适应大

多数的地质条件，但是需要提前进行林木培育工作，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分殖造林能够保留原本树木中的优势

条件，以便更好地发挥植物根系的作用。对于当前的使

用情况来看，该种方式目前的发展空间较大，随着对造

林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分殖造林法会不断提升适用

性，满足各种类型树苗的培育要求，不断促进我国林业

健康发展。但是，目前该种方式对于树苗的要求较高，

只能对生命力强的树种进行栽培。混交造林则是通过使

用多种树苗进行造林，根据不同种类树苗的生长特性，

对于树苗进行匹配。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使用该种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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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能够有效保证树种之间的平衡，促进林业资源的

发展。

（三）后期养护

在植树造林工作开展中，选择合适的造林技术是提

升树木成活率的前提，但是后期养护工作是促进树木

健康成长的保证。因此，在进行林木种植的过程中，要

加强对后期养护的重视，积极开展后期管理工作，加强

对林木的抚育工作。对于新种植的林木做好灌溉施肥工

作，定期对树木进行修剪，保证树木的营养。做好树木

病虫害的防御工作。由于成长阶段的林木树苗对于病虫

害的抵御能力较弱，一旦出现病虫害问题，会快速蔓

延，导致树木死亡率上升。对此，要提前制定病虫害预

防措施，对树干进行刷白处理，防止病虫害向上蔓延。

同时还可在树木根部进行挖孔，在其中放入农药，减少

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巡查工作，及时

发现树木成长不良和已经产生病虫害的情况，并做好相

应的处理工作。做好灌溉施肥工作，保证树木成长具有

充足的水分和养料。在植树造林工作结束后，如果遇到

长期阴雨天气，为提升树木的成活率，需要对倒伏的苗

木做好加固工作，做好林间的除草工作。也可在林间种

植农作物，以此增加土壤内部蕴含的有机质含量，满

足林木生长的营养需求，提升林木对于病虫害的抵御

能力。

三、林业资源保护措施

（一）开展宣传工作，树立植树造林新理念

林业管理部门是进行林业资源保护的主要部门，但

是在日常工作开展中，如果只单一的依靠林业部门开

展工作，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为促进林业保护工作

的有效开展，需要形成人人参与工作的局面。林业资源

保护对于生态环境建设十分重要，因此，相关部门在开

展资源保护工作中要扩大对资源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

提升群众对于资源保护工作的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日常工作中，明确森林资源对于环境建设的意义，提升

全员参与资源保护工作的热情。林业管理部门可加强与

当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在乡镇地区张贴宣传标题，将

林业资源保护的意识渗透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利用当

前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开展宣传工作。通过使用微博、

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定期开展林业资源保护

常识，增强群众对于林业资源的保护意识，使其在日常

生活中不断规范自身的行为，减少对林业资源的人为

破坏。

目前，我国林业建设工作已经进入到了高速发展时

期，对于工作的开展效果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在

当前的环境下想要对传统林业资源管理方式进行创新优

化，需要加强对先进管理经验的学习，以长远的眼光看

待问题，改善落后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树立现代植

树造林新理念。对此，相关部门要注重对于工作各个环

节的设计和整体规划，以此进一步推动我国林业建设的

发展。

（二）加强灾害防治，提升生产能力

病虫害以及火灾对林业资源的影响巨大，也一直是

开展林业资源保护工作中的重点。对于病虫害的防治

主要有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两种方式。当前，随着科技

的进步主要使用生物防治方式对病虫害进行处理。该种

方式的使用效果明显，且见效快，对于常见的病虫害能

够起到有效地防治效果。在林业工作中一旦发生火灾，

不仅会对林业资源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还会对人

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大对森林

防火的重视，加大对森林防火的宣传力度，提升当地居

民的防火意识。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管理人员开展防

火、救火的培训，在林区配备完善的防火措施，以此提

升在发生火灾的应对能力，避免火灾进一步扩大，对林

业资源带来危害。

不断提升林业生产能力，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

技术水平，建立完善的林业科技创新机制。在开展林

业建设时，要注重引进当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

产品，提升工作的科技含量。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信息化

建设，利用卫星遥感的技术，对于当地的林业资源进行

调查监督。建立健全林业应急体系以及事故应急处理

机制，落实各部门工作职责，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急机

制，以此保证在发生事故时提升应急控制能力。加强对

相关人员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对于应急资源以及现代化

管理工具的使用效率，以此提高在面对大型事故的处理

能力。此外，要积极开展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对执

法基础设施进行不断完善，提升执法能力，对于破坏森

林资源、危害林业发展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证林区

的稳定安全，促进森林资源稳步增长。对于野生动物保

护、森林公安、植物检疫等工作职责进行落实，建立完

善的权责体系，切实保证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成立专

门的森林执法队伍，队伍中配备专业人才，提升各项高

新技术产品的使用效率，提高林业执法能力。

（三）注重整体规划，完善产业结构

林业资源保护工作想要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需要进

行科学的前期规划工作。科学合理的前期规划是开展后

续工作的有效保证，也是提升工作质量的关键内容。在

进行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展植树造林工作中，相关人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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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在明确当地林业情况

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选择适宜当地发

展的植被种植种类，以此提升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加强

对林区的整体规划，相关部门在工作中要始终遵循求真

务实的工作态度，对管理制度进行不断地创新优化，使

其能够适应当前工作的开展需求，为植树造林工作的林

业资源保护提供保障。

虽然我国近年来对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逐

渐加深，但是当前在林业产业结构方面依旧存在一系列

不合理现象，对于我国的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开展产生

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相关部门为提升森林资源保

护工作效率，促进林业健康持续发展，要对当前的产业

结构进行不断地改进调整。一方面要对林业替补产业进

行完善，改善当前森林资源结构单一的问题，降低对林

业资源的依赖。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大对森林资源

相关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根据当地产业结构以及实际

的发展情况，对于投入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以保证当

地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森林资源管理工作应以关的

法律法规为准绳，在对当地林业资源情况充分了解的基

础上，制定资源开发的标准，严格控制资源的面积。加

强对当地企业使用资源数量的监督，一旦发现使用量超

过所设定的标准，需要给予严厉的处罚。

（四）提升技术水平，促进生态循环

由于森林资源保护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内容。

管理人员需要具备充足的理论知识和足够的实践操作能

力。如果管理人员的自身水平有效，那么则无法保证森

林资源保护工作的取得成效，对森林资源造成一定程度

的破坏，影响生态建设。当前，我国相关管理部门依旧

存在人员专业水平有限、工作责任心差的问题。对此，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相关部门要致力于提升管理人员

的专业水平，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技能培训，提升责任意

识，在日常工作中以超强的责任心落实工作。近年来，

我国逐渐加大对林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我国的植被数量

逐渐增加，造林规模也不断扩大，对于改善我国生态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在开展工作中，由于受到自身水平的

限制，导致影响树木的成活率，长此以往，不仅对资金

和资源造成严重浪费，同时还不利于森林资源保护工作

的开展。为改善上述问题，林业部门要推动技术人员学

习先进的技术，对于育苗技术和森林资源保护技术进行

不断地优化创新，为促进森林保护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

保障。

对于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需要协调现代科技与生

态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以此促进林业资源的持续发

展。将现代技术应用到林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工作中能

够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使管理人

员能够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林业资源进行管理，

加强对林区的监控，及时发现林区出现的问题。同时，

使用红外线监测技术对树木的成长情况进行监督，对于

林区内部污染气体超标及时发出警报，便于管理人员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管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随着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

断提升，加快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脚步。在后续工作中，

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应用科学有效的造林技术，进一步扩大所在区域的林区

面积，减轻水土流失的危害，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切

实提升林木的培育质量，推动当地自然环境质量改善和

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高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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