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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工作任务，
县委、县政府坚持高位推动，建立定期调
度、定期会商制度，坚持“水网先行、路网
跟进、林网提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谋划“以绿治
沙”“以水治沙”“以农治沙”“以河治沙”
四种治理模式，全力以赴打好打赢科尔
沁沙地歼灭战。

一、基本情况
结合全县实际，制定了《科尔沁沙地

歼灭战和荒漠化综合防治行动方案
（2023—2030）》，将各项工程任务细化
到乡镇村屯和地块，制作了县、乡、村三
级作战图，实现了“挂图作战、压茬推
进”。按照科尔沁沙地侵袭的走势和沙
化荒漠化土地分布特点及治理方向，将
全县划分为西北部绿色屏障区、东部生
态脆弱修复区、南部森林资源保护区3
个治理区域。针对全县100.89万亩沙
化土地，我县提出了“44321”的治理理
念，即：谋划四种治理模式、谋划辽蒙边

界“四大”风口村全域化治理、打造三河
源治理重点工程、打造两个综合治理示
范乡镇、打造一个绕阳河流域综合治理
示范区。

2024年，我县全面启动春季营造林
工作，重点围绕“科尔沁沙地南缘综合治
理项目”“辽宁省科尔沁沙地治理示范带
工程”“退化农田防护林网修复更新”“三
河源头综合治理示范区”建设“生态+ 酸
枣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具体工作。

截止目前，全县已完成各项营造林
8.58万亩，其中包括石质山困难立地条
件造林5.48万亩，退化林分修复2.67万
亩，村屯绿化0.43万亩，退化农田防护林
网更新林带26条，修复面积1211亩。

二、突出重点，打造山水林田一体化
治理精品示范工程

在治理过程中，我县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突出综合示范作用，
打造一批综合治理精品工程：

（一）辽蒙边界锁边林带精品示范工
程。根据全县确立的“堵风口、拉干线，
围点打圆”的治理思路，结合“四大风口
村全域治理”措施，谋划建设由辽蒙边界
线开始自西向东长190公里、宽5公里
的生态修复锁边林带，以与内蒙交界的
6个乡镇24个行政村为重点治理目标，
开展林草综合治理和提升工作，提高防
风固沙效果。太平镇奇金台村开展杨树
精品示范工程500亩，福兴地镇新邱村
开展人工造林和退化林分修复工程
3071亩，旧庙镇宏图屯建设农田防护林
网12 条，并在宏图山建设辽蒙边界林
2000亩，平安地镇莫古土村沿柳河两岸
建设防护林带3公里。

（二）三河源头综合治理示范工程。

在2023年细河、绕阳河源头治理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升源头治理标准，围绕细
河、绕阳河、柳河源头，利用周边林地开
展退化林修复工作，完成原有老化、退化
林进行采伐、更新、补植5600亩。

（三）“生态＋”酸枣基地建设项目。
我县以国有林场林地为基础，吸引社会
资本加入，采取“国有林场＋绿丰公司＋
社会公司”的合作发展模式，以发展林下
经济为目标，开展“生态＋”酸枣基地建
设，在取得生态效益的同时实现经济创
收。重点开展“生态＋”酸枣示范基地建
设，位于周家店林场干支庙西山和他本
林场小平安地村，总面积2100亩。预计
2026年即可实现量产，每亩创造收益
1000 元以上。

（四）退化林网修复新建工作。结合
村屯绿化和退化林分修复工作，2024
年，全县规划修复林带37条，已完成建
设26条，建设面积合计1211亩。于寺
镇官营子村至牤牛河边新建林带10公
里；福兴地镇十家子设施农业园区至太
平镇交界处修复林带9公里；建设镇奈
林皋村退化农田防护林网进行更新修复
4条27.9亩；大固本高标准农田周边退
化农田防护林带更新修复2条20亩；泡
子镇退化农田防护林带更新修复6条45
亩；旧庙镇退化农田防护林带更新修复
12 条45亩。

三、存在问题
（一）产业融合发展还需深入谋划。

全县依托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开展生态环
境治理的生态效益正在初步展现，在谋
划“生态+”方面，纵观全县整体，产业融
合发展的力度仍需加强。

（二）基层专业队伍相对薄弱。乡镇

各林业站工作人员年龄相对偏大，对电
脑操作软件不熟练，业务力量严重不足；
部分乡镇每隔一段时间会对各站所人员
进行调岗交流，新调换人员对歼灭战工
作掌握不全、不及时，工作效率较低。

（三）行政执法人员严重不足。群众
举报、纪委交办、部门移送、森林督查图
斑、环保举报案件数量较大，林业和草原
行政执法队人员较少，执法力量严重不
足，缺少法律专业人才，工作人员均长期
超负荷运转。

（四）修复防护工作困难。原有的部
分林地林网变更为基本农田，依托高标
准农田项目开展新建修复农田防护林网
工作困难较大。

四、几点建议
（一）全面压实监管责任，助力生态

治理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思
想意识和业务能力，加强监管，严格执
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监管。

（二）加强基层队伍建设，为歼灭战
提供坚实保障。做到定人、定岗、定责，
保障歼灭战工作顺利开展。增加执法人
员编制及专业人才的扩充，给予适当的
优惠政策。

（三）多方筹措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进一步坚定防沙治沙的决心，在申请相
关领域项目支持的基础上，从发改、财政
方面加强统筹，筹措设立专项资金。

（四）继续抓好亮点工程和精品造林
工程。一是继续推进退化林修复、村屯
绿化等工作；二是坚持“四大风口”治理
力度，推进沙源区治理；三是加快推进绕
阳河流域沙化土地的治理工作；四是对
原有的农田林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
植补造，达到“防风固沙”目的。

随着乡村旅游的日益升温，民宿、农
家乐已成为推动我县旅游经济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然而，在其发
展进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亟待我们共
同探讨应对之策。

一、发展现状
一是产业发展基础良好。我县历史

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绚烂多彩、温泉
文化独具魅力、玛瑙文化声名远扬。现
有国家A级景区11家，期中AAAA级
旅游景区4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1
个，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省健康旅
游示范单位2个，省乡村旅游重点村5
个。这些丰富的资源为产业的长远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产业特色初步形成。目前，全
县经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民宿及农家
乐已达44家。宝地温泉康养度假区、佛
寺镇瑞应菩提精舍、蒙古贞庄园以及东

梁温泉小镇个体经营民宿可随时办理入
住手续，为游客提供了极大便利。国华
乡两家子村农家乐已具规模，拓宽了农
民的就业路径，增加了村民收入。

三是品牌培育初见成效。在2023
年阜新市文旅广电局精品民宿评选活动
中，我县7家参评单位中有5家脱颖而
出，荣获精品民宿或特色民宿称号，包括
宝地温泉小镇民宿、阿尔善民宿等，提升
了我县民宿、农家乐在市场中的影响力
与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二、存在问题
一是统筹规划不到位。我县民宿、

农家乐呈自发式，极其分散。大部分乡
镇民宿、农家乐发展缺乏整体规划，布局
较为随意，存在盲目跟风建设的情况。
行业标准和规范不够健全，导致民宿的
质量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二是发展资金有欠缺。大板镇和美
乡村三产融合示范带建设项目虽已初步
启动，但融资及村庄整体规划建设需要
有关部门推进；佛寺镇瑞应寺夜间灯光
秀、电影放映、寺庙亮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缓慢；发展较好的蒙古贞庄园已制
定民宿升级方案，但经营者缺乏政策资
金支持。

三是基础设施不完善。个别乡镇的
交通、卫生、停车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设施不到位，影响
周边环境，影响游客的体验感，不能满足
民宿、农家乐发展的需求。

四是经营模式比较单一。乡镇民
宿、农家乐的客源主要集中在旅游旺季
或者举办大型活动时，淡季时游客数量

大幅减少，导致民宿经营出现明显的季
节性、阶段性波动，资源闲置和经营压力
较大。

五是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民宿、农
家乐经营者大多缺乏专业的经营管理知
识和经验，在服务质量、市场营销、成本
控制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满足游客的
个性化需求。

六是优质品牌建设滞后。我县民
宿、农家乐起步晚，发展较慢，等级不高，
缺少具有影响力的民宿品牌。截至目
前，没有单位获得国家等级认定，难以在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统筹规划引导。按照《三

定方案》有关规定，明确民宿（农家乐）开
办及管理工作职责分工，制定我县民宿
（农家乐）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布局
和重点，引导民宿合理有序发展。加强
对民宿建设的规范管理，制定相关标准
和规范，提高民宿的质量和服务水平。
建议成立旅游集团，设立游客服务中心，
对县域内旅游资源统一连线，使游客的
旅行更加便捷、舒适和安全。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将民宿、
农家乐建设、改造充分与乡村旅游项目、
农业产业项目、养老产业项目相结合，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和美
乡村建设和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等政
策资金支持，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与配套
设施建设互促互进，促进乡村经济和农
民增收。

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乡
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交通、通

讯、卫生等条件，为民宿、农家乐发展提
供良好的基础环境。加强道路建设和维
护，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完善网络覆
盖，保障网络信号的稳定；建设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等设施，改善环境卫生，让
广大游客领略新时代和美乡村生态宜
居、生活舒适的新面貌。

四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结合我县
资源及地域特点，发展“民宿+”的多元化
经营模式，推动实现“民宿+康养”“民
宿+旅游”“民宿+农业”“民宿+美食”“民
宿+体育”等架构，将农耕文化、传统工
艺、民俗礼仪等融入乡村民宿建设，开展
农事体验、民族文化、娱乐体育等活动，
增加体验式、康养式及夜间特色活动，以
点代面、串点成线、连线成片，丰富游客
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五是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组织开展
相关的培训课程、讲座和交流活动，邀请
专业人士进行指导，帮助经营者提升专
业素养。同时，鼓励民宿经营者走出去，
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模式，提升管理
水平。通过价格调整、优惠政策等方式，
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平衡淡旺季的客源
差异，提高民宿的综合效益。

六是强化特色品牌建设。通过举
办民宿、农家乐评选活动或体验活动，
叫响我县民宿、农家乐品牌，并引导其
向绿色高端发展；利用互联网、社交媒
体、旅游展会等多种渠道，加强宣传推
广；建立民宿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及时发布信息和优惠活动；与旅
游平台、旅行社等合作，制定精品旅游
线路，拓展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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