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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济政办字〔２０２０〕３１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鲁政办字〔２０２０〕４６号文件

加快推进城乡绿化行动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

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方案的通知》 （鲁政办字 〔２０２０〕

４６号）精神，扎实开展 “绿满泉城·美丽济南”城乡绿化

行动，加快建设生态济南，打造山水城市，助力乡村振兴和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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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目标任务，扎实开展城乡绿化攻坚行动

（一）实施山体绿化攻坚行动。开展山体绿化调查，摸

清全市应绿化山体底数。坚持以水营林，因地制宜推进山体

绿化，营造针阔混交林，更新改造退化和低效林，补植完善

返荒和疏林地，进一步提升森林防护效能和景观效果。到

２０２２年，实现城区山体绿化全覆盖和城外山体可视范围全

绿化；到２０２５年，实现山体应绿尽绿。（责任单位：市园林

和林业绿化局；各区县政府及代管镇、街道的功能区管理机

构，以下统称各区县政府）

（二）实施通道绿化攻坚行动。提升高速公路、铁路、

国省道路绿化带建设，强化公路用地范围内绿化。到２０２２

年，高速公路、铁路、国省道路等绿化带应建尽建，高速公

路绿化里程增加４５公里。到２０２５年，进一步提升通道生态

功能和景观效果。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局、

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各区县政府）

（三）实施水系绿化攻坚行动。推进黄河常绿林带建设

和现有林带更新提升，实施河道、水库等管理范围内植树绿

化，构建林水相依、河清岸绿的水系生态体系。到２０２２年，

完成黄河沿岸绿化提升，徒骇河、大汶河等河道管理范围宜

绿化地绿化率达到９０％以上；到２０２５年，黄河生态廊带初

具规模，流域面积５０平方公里以上的河道管理范围宜绿化

地绿化率达到９５％以上。（责任单位：市水务局、济南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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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务局、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各区县政府）

（四）实施平原绿化提升攻坚行动。加快残次林带和低

效防护林网改造，提高混交林和生态经济树种栽植比重，形

成功能完善的农田林网体系。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因地制

宜规划建设完善农田防护林。到２０２２年，新建和完善农田

林网防护面积５万亩；到２０２５年，再新建和完善农田林网

防护面积５万亩。（责任单位：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市农

业农村局、各区县政府）

（五）实施城市提质增绿攻坚行动。实施渣土山治 “裸”

工程、行道树 “复壮”工程和 “大树”培育行动，开展城市

道路、河道两侧绿化带和片林建设，推进全域公园体系和区

域、城市、社区三级绿道建设，实施花卉景观大道和花漾街

区建设以及老旧小区绿化提升；加大城市边角地、弃置地绿

化力度，开展单位庭院、居住区绿化达标和 “园林式单位

（居住区、校园）”创建活动。到２０２２年，新建各类公园

４１１个，建成城市绿道７００公里以上，打造花卉景观大道和

花漾街区３００条 （处），建成区绿地率达到３７％以上，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１３．７平方米；到２０２５年，进一步优化公

园绿地布局，提升绿地景观品质，建成城市绿道网络系统。

开展省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到２０２２年，创建１个省森林城

市；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再创建１个省森林城市。（责任单位：

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市城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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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政府）

（六）实施乡村绿化美化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国家森林

乡村、省森林乡镇、省森林村居和市绿化示范村创建工作。

实施公共场所绿化、围村林建设和乡村道路绿化，建设休闲

绿地和小微湿地，鼓励农户开展庭院和房前屋后绿化。加强

古树名木保护，留住乡村记忆。每年创建省森林乡镇５个、

省森林村居４５个和市绿化示范村１００个。（责任单位：市园

林和林业绿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区县政府）

（七）实施森林质量提升攻坚行动。通过除藤割灌，清

理枯死、衰弱树木和补植阔叶树等措施，调整树种组成，解

决森林过疏、过密、过纯等问题，提升森林功能效益。到

２０２２年完成中幼林抚育２０万亩；到２０２５年再完成中幼林

抚育３０万亩。（责任单位：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各区县政

府）

二、完善政策措施，全力支持城乡绿化行动

（八）落实造林绿化用地。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确保全

市不低于３０％的国土用于绿化，并纳入林地管理。将自然

保护区、生态脆弱区、泉水涵养区、自然公园以及高速公

路、铁路和主要河流、水库周边区域纳入生态用地，用于造

林绿化。将２５度以上坡地、重点水源保护区１５度以上坡

地、重要水源地、废弃采矿区、严重污染的土地用于造林绿

化。利用城市周边闲置地、荒地、污染土地以及村庄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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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空闲宅基地和废弃地实施植树绿化。（责任单位：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水务局、各区县政府）

（九）落实财政奖补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财政造

林补贴资金，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对综合型公园、山体公

园、自然公园、社区公园、绿道网、绿色通道建设项目，以

及人工造林和农田林网建设项目的补助，按照 《济南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 “绿城”“花城”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的通知》（济政办函 〔２０１９〕１２号）有关规定执行。对

中幼林抚育，市财政按照３５０元／亩标准补助。对省森林城

市、省森林乡镇、省森林村居，市财政分别按照每个５００

万、５０万、５万元标准奖补；对市绿化示范村，市财政按照

每村绿化建设费用的４０％实施补助，最高补助１０万元 （省

森林村居与市绿化示范村不得兼报）。进一步推进政策性森

林保险工作，鼓励区县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林保险，市

财政按照保费给予一定数额的奖补，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区县政府）

（十）实施税费减免政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

人销售自产林产品，以及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

物保护、农牧保险和相关技术培训业务所得收入按规定免征

增值税。对企业从事林木育种育苗、抚育管理和规模造林活

动，以及灌溉、产品初加工、农机作业等服务业项目和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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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采集所得收入，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责任单位：市

税务局、市财政局）

（十一）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建立社会资本投入绿化奖

励机制，造林大户、合作组织、企业等社会资本主体参与国

土绿化可同等享受市级财政人工造林补助。鼓励各类社会主

体通过联建联营、冠名绿化、捐资捐物、股份合作等方式参

与造林绿化。农民等经营主体在耕地、村 “四旁”等非林地

栽植的林木和在承包荒山荒地等非林地上营造的商品林不纳

入采伐限额管理，在承包林地上营造的商品林优先保障采伐

限额。经营主体承包荒山荒地营造的公益林，允许开展抚育

或更新性质的采伐。支持有条件的区县对依托森林、湿地资

源开展生态旅游的景区，将政府门票收入的１０％用于生态

效益补偿。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各区县政府）

（十二）推进科学绿化。坚持适地适树，优先使用乡土

树种；坚持以水养苗、以水保苗，推动引水上山，提高苗木

成活率。加强瘠薄山地造林技术研究，加大珍贵树种、抗逆

性树种和优良经济树种选育推广力度，加快林业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鼓励林业科技人员深入一线，举办科技下乡、技术

培训、科技普及活动。 （责任单位：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

各区县政府）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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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强化组织领导。各区县要将加快推进城乡绿化

行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

保高质高效完成任务。各区县政府作为责任主体，要强化规

划引领，制定具体方案，创新工作举措，分解落实责任。各

级园林和林业主管部门要主动谋划，加强技术指导和管理服

务。

（十四）密切部门协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落实主体责

任，认真谋划国土绿化重大工程，积极推进管理范围内的造

林绿化；要强化信息共享，及时将规划、计划和绿化成果通

报同级园林和林业主管部门，确保年度造林绿化数据真实、

全面。

（十五）压实管护责任。进一步推进 “智慧林业建设”，

建设林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构建林地、湿地、绿地网格化

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将集体公益林委托给国有林场、乡村

（生态）林场或单位等代管机制；落实造林后移交制度，明

确林木管护单位责任。引入社会主体参与管护，共同承担责

任和享受权益。鼓励有条件的单位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组建

队伍开展专业化管护。加强森林防灭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

控，依法惩处涉林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依

法依规处理。

（十六）严格监督考核。建立健全督查通报、奖惩和信

息报送机制。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对领导不力、推进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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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措施不到位的区县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并约谈

相关负责人。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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