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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专题新闻

（上接01版）县级林草主管部门负责依法制定
集体（个人）林采伐管理具体措施，市（州）级林
草主管部门负责审查把关并报省级林草主管
部门备案。

四、推进森林分类经营

（九）合理布局森林主导功能。完善分类
经营、分区施策的森林经营管理制度，推进森
林可持续经营，全面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合理优化公益林空间布
局，经县级政府批准，可以将集体（个人）市县
级公益林按程序依法调出并予以公布。对生
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地区，可以将国
有商品林适当补入公益林。

（十）优化森林经营发展路径。开展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行动，实行森林经营补助标准差
异化管理，重点支持过密过纯林、低产低效林、
杨树过熟林、天然次生林等林分经营，营造兼
有生态和经济功能的针阔混交林、复层异龄
林、果材兼用林。在完成森林专项调查的基
础上，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应加强技术指导，
引导规模经营主体编制简明森林经营方案，
并作为下达采伐限额和批准林木采伐的重
要依据。

五、支持林业产业发展

（十一）科学发展林下经济。开展兴林富
民行动，大力发展林下参、林下药、林下菜、林
下菌和林上籽、林上果及林下养殖和森林景观
利用等兴林富民产业，加快推进林下经济高质
量发展，实现“藏粮于林”“摇钱于树”。在县级
政府统一规划、保持森林覆盖率不下降的基础
上，可以采取针阔混交、乔灌混交等方式，科学

确定混交比例，合理利用集体（个人）皆伐迹地
培育红松果材兼用林，依法适度发展人工柞蚕
林、榛子等经济林。支持大径级材、果材兼用
林和木本粮油产业发展，将人工红松、云杉、落
叶松幼中龄林森林经营密度下浮10%—15%，
科学释放林地利用和林木生长空间。

（十二）着力发展林特产业。践行大食物
观，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力度。在依法依规
和不破坏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合理控制使用强
度，优先利用已成林的人工商品林地因地制宜
发展林特产业。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引导产业发展，着力打造一批林特产业大县，
提升一批现代林特产业园区，建强一批林特产
业基地，扶持一批专精特新林特企业。

（十三）强化配套保障能力建设。支持森
林绿色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管理，探索建
立森林产品追溯体系，搭建林产品营销平台，
创建林业特色品牌。结合农村公益性基础设
施建设和相关行业发展规划实施，支持林业产
业路、旅游路、资源路等集体林基础设施建
设。以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和促进林下经济
发展为目的，允许修建必要的且符合国家有关
部门规定和标准的移动类设施、生产管护设
施、生产资料库房、其他监测设施、其他林业生
产道路。对符合有关规定的林业生产经营活
动，实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十四）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充分利
用林业发展空间，全面推进国土绿化，依法完
成采伐迹地更新造林任务，持续增加森林植被
和生态产品，实现“固碳于木”。支持符合条件
的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
目并参与市场交易。鼓励各地通过租赁、赎

买、置换、合作、托管等方式妥善处置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区位内的集体林，
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健全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市、县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探索建立能够
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优化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索林业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评价方法，推进森林生态效益多元化补
偿。

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十六）支持林业金融产品开发。发挥绿
色金融引领作用，研究将符合条件的林权交易
服务、林产品精深加工等纳入支持范围。支持
保险机构创新开发各类林业保险产品，鼓励
市、县开展森林药材、森林菌菜、木本油料等特
色农产品保险，符合条件的，省级财政采取以
奖代补方式予以支持。

（十七）发挥林业贷款支持效能。健全抵
押林权快速处置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
化原则加大对林权抵押贷款的支持力度，提高
林权抵押率。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结合职能
定位和业务范围，加大对林业贷款的扶持力
度。商业银行林权抵押贷款不良率高出自身
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
作为监管部门监管评级和银行内部考核评价
的扣分因素。

八、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十八）推动遗留问题化解。基于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统一底图，加快推进林权登记存
量数据整合移交，纳入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管

理，妥善解决集体林地类重叠、权属交叉等问
题。推进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除法定不予受
理情形外，不得以登记资料未移交、数据未整
合、调查测量精度不够、地类重叠等原因拒绝
受理。

（十九）依法依规开展登记。原有权机关
依法颁发的林权证书继续有效，不变不换。林
权发生变更、转移以及首次办理不动产登记
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登记发证。对承包到
户的集体林地，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的，要将不动产权属证书发放到户，由农户
持有。

（二十）健全相关政策措施。已登记的整
宗林地申请变更、转移、抵押登记的，不得要求
申请人重新提交林权地籍调查成果。因原林
权登记成果图件缺失、界址不清，确需开展补
充调查的，由县级政府组织开展地籍调查。开
展集体林权首次登记的，相关经费应按照事权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推动不动产登记信息平
台与林权综合监管平台有效对接，实现林权审
批、交易和登记信息实时互通共享。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纳入林长制工作范
围，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省林草局负责统筹
协调，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各
项改革任务顺利推进。集体林业大县要切实
加强基层林业工作力量，乡镇政府要明确相
关机构承担林业工作。乡镇林草工作力量
薄弱的，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可以统筹基层林
草力量服务集体林改工作。支持吉林市、延
吉市、和龙市、集安市、临江市、通化县、东丰
县作为试点市、县，先行先试，为全省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和模式。

冬日里，赏雪、滑雪、戏雪、乐
雪、品人参盛宴……地处老岭山
脉的通化县拉开了冰雪旅游与运
动的大幕，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冰
雪活动点燃了人们的激情，让

“冷”冰雪释放出“热”活力。
夜看雾，晨观雾凇，近午赏落

花。大安镇境内的四方山海拔
1182.4米，这里古木参天，银装素
裹，大雪随风雕琢，树枝结满晶莹
剔透的树挂，在阳光的照射下璀
璨夺目，形态各异的晶莹“冰花”
点缀在山间沟壑，将整座山峰幻
化成了难得一见的冰雪幻境。在
瑞雪飘舞的日子里，登临四方山
顶赏雾凇胜景、观千里林海，堪称
人生一大快乐之旅。据了解，随
着冰雪旅游的升温，来四方山赏
雾凇、观日出的游客和摄影爱好
者与日俱增，最多时达数百人，这
里正成为我省东南部的热门景
区。

赏雾凇留白之美，扬山岭滑
雪激情。在通化县康养谷滑雪
场，冬日独有的滑雪运动激情已
经燃起，众多滑雪爱好者如约而
至，他们脚踏雪板、戴上雪镜、戴
好头盔，一路飞驰而下，潇洒的身
姿在雪野中划出一道道绚丽的弧
线……在这里，不少滑雪新手带
着各种“乌龟”装备，成为滑雪场

一道别样的风景。
据康养谷滑雪场负责人介

绍，这座雪场占地18万平方米，拥
有初级雪道 2 条、中级雪道 2 条，
非常适宜初、中级“雪友”滑雪训
练，并配备专业教练为游客提供
滑雪指导和安全保障。

走进戏雪乐园，风驰电掣的
雪地摩托车让人领略到速度的快
感，俯冲而下的滑雪圈载着一路
欢乐的笑声，冰上自行车骑行让
人流连忘返……游客在这里尽情
享受冰雪游乐项目带来的放松与
乐趣。

高强度运动过后，人们对美
食的渴望自然会放大，“戏雪+
美食”一定是冬季旅游的正确
打开方式，除了东北菜，通化县
的人参宴也是驱寒解乏的首选
佳肴。

在通化县保兴食府，人参宴
玉盘珍馐，引人垂涎。现如今，人
参这一珍贵药材，在这里被赋予
全新意义，它不仅是林间瑰宝，
更被烹饪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
的精致佳肴，成为冬令进补的

“新宠”。
古法滋补人参鸡汤、风生水

起捞参脯、人参沁松花鲤、人参
鹿肉丸子、碧绿参羹、神草玉米
饺……从烹饪的技法，到食材的

配伍，再到菜品的创新，人参宴中
每一道佳肴匠心独运，令人耳目
一新，大饱口福。

“我们做人参宴13年了，菜品
达几十种，通过炖、蒸、煨、烤、炒
等烹饪技法，最大程度保留人参
的药用功效与营养价值，食材配
伍多以当地特色食材为主，注重
口感与风味，既有浓郁的地域特
色，又极富养生之道，形成独特的

‘通化味道’。”保兴食府经理杨鹏
介绍说。

“东北的冬天太好玩了，我这
是第一次来滑雪，感觉新鲜又刺
激，通化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
忆。”一名来自南方的游客对记者
说：“明年冬天还来这里玩，白天
滑雪，晚上享美食，快乐极了！”

冰雪狂欢，激情飞扬。践行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
通化县在新雪季推出了冰雪研
学、雪地火锅、冰上垂钓、冰雪采
摘等独具魅力的冰雪体验项目，
开展冰雪登高徒步行、冰雪惠民
大酬宾、新春秧歌汇演、“欢乐闹
元宵”及大型焰火晚会等精彩纷
呈的冰雪旅游活动，引领玩冰踏
雪新风尚，为游客提供全方位、
沉浸式冰雪体验，为通化县冰
雪文化旅游金质“名片”再添靓
色。

共赴畅玩冰雪之约
——通化县冰雪旅游与运动见闻

刘程智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四方山风光壮美

冰雪运动带动冬季旅游升温

满怀激情来滑雪
滑雪场服务热情周到 戏雪乐趣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