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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在绿化考核方面
有一项指标是“视觉上不能有裸
露黄土”。 不少专家反映，该指标
在一些地方已被异化为片面追
求绿化和森林覆盖率。 一名林业
系统干部直言：“每年为增加森
林覆盖率我们都快愁死了，目前
我省森林覆盖率已达到较高水
平，再增加 0.1%都很难。 ”

过度强调“森林覆盖率”容
易走入盲目追求数量的误区。 受
访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迫于
考核压力、政绩需要，不切实际，
盲目规划， 片面追求绿化率水

平，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

决不能为了追求绿化率、森
林覆盖率， 而放任引进外来物
种。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范
航清等受访专家呼吁，必须在尊
重科学、通盘考虑的基础上谨慎
引进，做好驯化工作，否则将造
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张云路
说，在夯实森林绿色“数量”的基
础上，更应强调森林“质量”和绿
色效益的提高，提高森林的生态
服务绩效，让森林真正成为价值

丰富的绿色公共产品。
在摒弃片面追求绿化率、森

林覆盖率的同时，可将生态建设
的目光转移到营造森林生物多
样性上来。“植树造林不仅是简
单的绿化，不能只考虑纯绿化项
目，还要考虑整个生态系统恢复
和建设。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
植教授建议，国家生态保护政策
应该从“只认树、只认绿”的“1.0
版本”，进入遵循自然规律的“2.0
版本”， 更加注重生物多样性的
恢复和保护。 （半月谈）

垃圾分类拉动“新消费”

代扔 7 元一次
你愿意买单吗？

上班太忙赶不上小区设置的扔垃圾时
间，可以找人代扔垃圾；可回收垃圾太多不
好处理，可以请人上门回收；家中垃圾不好
分类，可以买新的分类垃圾桶……当垃圾分
类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新时尚”，垃
圾分类也催生了“新消费”。

为了保证垃圾分类的有效进行，上海不
少小区尝试采用定时定点扔垃圾的模式，大
部分小区设置的扔垃圾时间集中在上午 7
点到 9 点和晚上 6 点到 8 点。这种模式让一
些上班族犯了难，扔垃圾时间会与工作时间
发生冲突。

在某二手电商平台上，记者发现有多个
上海地区代扔垃圾服务的购买链接。

一位提供代扔垃圾服务的大学生告诉
记者，他打算暑期兼职代扔垃圾，最近已经
有好几个人向他咨询，他可以服务的范围包
括上海临港南汇新城镇附近的几处小区。
收费标准是已分类的 2 元一次、未分类的 7
元一次，每次不超过 3 袋垃圾。 还可以提供
包月服务，收费有优惠。

相对于兼职的代扔垃圾工作，全职的垃
圾回收员工作更加忙碌。 罗奇是一家环保
科技公司的垃圾分类回收员，他现在每天都
要完成十几单的上门回收垃圾工作。“别看
收垃圾好像很脏，其实是一个朝阳行业、绿
色产业，我们工作努力一点，月入过万很正
常。 ”罗奇说。

据了解， 类似罗奇所在的公司在全国
还有很多， 回收员每天将可回收物回收
后，经过消毒等简单处理，再运往各地的
处理厂，最终变成可回收再利用的产品回
到市民家中。 以支付宝垃圾回收平台为
例，其已经覆盖了 16 座城市的 3 万多个小
区，仅在上海就已经覆盖了超过 5000 个小
区，其中旧衣、旧家电、废纸、废旧塑料等
回收量较大，用户重复使用回收功能的比
率超过七成。

与此同时，与垃圾分类相关的产品销量
也在迅速增长。 在天猫平台，分类垃圾桶产
品 6 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500%以上， 其中
上海用户购买量约占 85%。根据京东提供的
数据，6 月下旬分类垃圾袋和分类垃圾桶在
上海地区的销量分别为去年同期的 67.9 倍
和 105.8 倍，干湿分离垃圾桶、双格脚踏式
垃圾桶、垃圾分类提示贴纸等成为最热门的
产品。

在主流网购平台上，记者看到一些热门
的垃圾分类垃圾桶已经处于缺货状态，商家
已经在预售 7 月中下旬发货的垃圾桶。浙江
台州是国内塑料垃圾桶产业聚集区，当地超
过 3000 家相关企业近一个月的销量同比增
长超过 45%，企业纷纷在加班加点生产垃圾
分类相关产品。

“我的家里和工作的写字楼都添置了干
湿分离的垃圾桶，避免了扔垃圾时再分类的
麻烦。 希望能有更多好用、便利的垃圾分类
产品或服务，帮助我们做好垃圾分类。 ”上
海市民方女士说。

（据新华社）

农田里“造林”，政府前脚种，农民后脚拔！
片面追求绿化率滋生形式主义套路

在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各地轰轰烈烈“搞生态”
“搞绿化”。但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种树绿化这一基础工作藏有诸多形式主义套路：有
的是政绩冲动，为“打扮”新增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数字，在农田上栽树，树木种而不
活；有的存过关心态，趁林木存活率高的时候，搞提前验收；有的造林全看“领导意志”，
不顾当地生态实际，种哪种树全凭领导喜好；还有的害怕指标压力，“病急乱投医”，甚至
引入外来物种，导致生态隐患重重。

砍旧栽新，就能提高森林覆盖率？

在北方某乡镇的省道上，道路
一侧种上的树木有的已死亡。该乡
镇一名干部说，前几年，县里要求
在国省道两侧沿线 100 米内建绿
色长廊，并详细规定了树木品种。

“来了标准就得干， 不干不
行。 ”这名干部说。 道路两侧既有
民居，也有企业厂房，有的土地还
是农田。 为了完成提高森林覆盖
率的任务， 这个乡镇抓紧开始征

地，给农民青苗补偿，把原来的树
砍掉，种上上级要求的品种，部分
树木种在了农田里。

“农田里种树，相关部门‘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都担着很
大风险，而且成活率不高。 ”这名
乡镇干部说。

“树多了，长大了，地里的粮
食没法用收割机收获，怎么办？ ”
半月谈记者问。受访基层干部说，

农民要生产粮食， 但树长大了会
夺走养分， 也不利于农业机械化
生产。 于是，在一些农田里，政府
前脚种树，农民后脚拔树。

当地基层干部还反映， 当年
县里下发通知的时候已经过了植
树最佳季节， 却三令五申要求尽
快完成，种上后又缺少专业维护，
有的树木因反季节种植和缺乏看
管而死亡。

造林面积稳中有升，因在存活率高时验收

红树林素有“海上森林”“海
洋卫士”之称。 在南方沿海某地，
多个部门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
均表示“红树林面积稳中有升”，
当半月谈记者询问红树林面积增
加多少时，他们却“三缄其口”，
无法提供数据。

“目前最新的红树林面积还
是 8 年前的数据。 ” 一名林业部
门干部说， 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每
10 年进行一次， 上一次调查是

2011 年， 下一次调查将在 2021
年。 森林资源调查每 5 年一次，
但红树林不在此列。

海面上人工种植红树林成活
率较低， 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
“一年生，两年稀，三年死”。 多级
林业部门在不同海域试验表明：
红树林人工造林后当年成活率超
过 85%， 造林后第三年保存率仅
为 10%。

红树林人工造林后“三年验

收” 是业界共识， 但一些地方在
验收时“动起了心思”：选择在第
一年验收，或者在“合适时机”验
收。

一名长期研究红树林的专
家透露， 前几年他对某地补种
红树林项目进行中期检查验收
时， 被验收方安排在大海涨潮
时带去看，并说“涨潮了，红树
林看不到了”， 就这样蒙混过
关。

指标“看上去很美”，却暗藏风险

有些地方只是数字指标“看
上去很美”。 在东部某市，当地把
更新林计算在新增绿化面积内。

一名乡镇干部说：“最近几年
连续种树， 有的沟渠边上的树木
已经长大成材， 砍掉卖后能产生
经济收益，然后再种上新的。数字
上看指标是完成了， 但森林覆盖
率并没有明显增加。 ”

一些地方绿化工作受主政官
员喜好因素影响大， 在长官意志
之下，不顾当地生态实际，大搞森
林城市建设， 种哪种树全凭领导
一句话。几年前，南宁市委原书记

余远辉落马前大力倡导“花样南
宁”， 因为他个人喜欢三角梅，当
地广泛种植三角梅， 其价格一下
子翻了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一位园林绿化企业负责人
说：“当时种三角梅， 完成造林任
务成了一些单位的‘政治任务’。
还有个别学校的学生家长被索要
一定资金， 买花后送到学校观赏
充任务。 ”

一些地方迫于营造林指标压
力，“病急乱投医”， 甚至大量引
种外来物种，造成生态安全隐患。
西南某市林业局提供的统计数据

显示：2000 年至 2009 年，当地种
植 1 万多亩红树林， 其中从斯里
兰卡引进的外来物种无瓣海桑近
7000 亩。

记者在该市沿海一处造林地
看到， 人工补种的无瓣海桑林高
达 8 至 10 米，遮蔽了部分原生红
树林，导致原生红树林长势较差。
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 无瓣海桑
林易种植、 生长快， 被业内称为
“速生林”；2000 年时， 无瓣海桑
林才只有 3 米多高， 这些年越长
越高， 侵占了原生红树林生长空
间。

科学造林应注重森林质量和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