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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对临沧市

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改自查自验

情况报告

市林业和草原局:

根据《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涉林问题整改和验收销号相关工作的函》，我县高度重视，认真

按照相关文件求开展自查自验，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馈问题

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短板凸显，林业有害生物的威

胁不断加剧。黑熊、野猪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压力和难度日益

增大。自然保护区管理不到位，存在私人放养牲畜现象。

二、自查自验情况

根据省级下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野生动植物疫源

疫病监测防控短板凸显，林业有害生物的威胁不断加剧，我县认

真组织开展植物检疫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将产地检疫、复检和疫

木管理放在工作的重点来抓，防止危险性病虫害传入。组织开展

县内草原有害生物普查工作，查明全县草原有害生物发生种类、

危害面积、危害程度等，明晰县内草原有害生物地理空间分布及

特征，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预防、防治，及时了解掌握疫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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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疫木流入，防止疫情传入蔓延。

三、采取的工作措施

（一）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违法行为，加大

保护野生动植物宣传力度。建立健全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席会议制

度，我县于 2021年 12月 6日印发《耿马自治县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通知》；2022年 2月 8日印发《耿

马自治县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完善联合执法

监管长效机制；2021 年以来，南滚河保护区耿马管护分局在开

展巡护工作中，先后发现并制止 2起砍伐林木和采集珍稀野生植

物的违法行为，移送案件 2起 2人次，清除兽夹 186个、上交枪

支 16支、清除私自搭建临时简易草果棚、狩猎棚 26处，劝返进

入保护区采药、采野茶和蜂蜜等外来人员 46人次；发放野生动

植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宣传材料 1000 余

份，制作永久性警示牌 18块；对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

村寨放养牲畜的养殖户进行排查，先后向养殖户发放《保护区内

禁止放牧通知书》75份。

（二）充分发挥护林员的作用，定期巡山护林。建立“林长

制”服务中心，实现林长治，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村（社区）“两

委”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的主体责任，护林员网格化日常管护责任。

将林地管理政策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的内容，充分发挥村民保护

森林资源的主体作用，推动实现森林资源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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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实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有效遏制危险

性病虫害输入和蔓延。规范保护区管理，禁止畜牧放养。对全县

404万余亩林地持续开展森林病虫害监测工作，开展白蛾蜡蝉、

松材线虫、红火蚁等防治行动，防治面积 3.87 万余亩，制定白

蛾蜡蝉防治工作实施方案、2022 年薇甘菊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加强植物检疫工作，完成苗木产地检疫面积 593.9亩，商品木材

调运检疫 2.43 万立方米，调运检疫率 100%，苗木产地检疫率

100%。对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村寨放养牲畜的养殖户

进行排查，先后向养殖户发放《保护区内禁止放牧通知书》、签

订《自然保护区禁止放牧告知书》，从源头上堵断牲畜被放入自

然保护区，通过排查和整治，目前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

片区内已无放牧活动。

四、下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植物检疫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将产地检疫、复检和

疫木管理放在工作的重点来抓，防止危险性病虫害传入。

二是加强护林员的作用。护林员网格化日常管护责任，定期

按时完成巡山护林。

三是加强宣传。开通各乡（镇）举报电话，受理群众对破坏

森林资源问题的投诉举报。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宣传，广泛开展

自然保护区管理宣传教育，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推动形成社会共

识，真正做到宣传到位，营造全社会爱林、护林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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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3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