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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整地开沟、播撒艾根、覆
土填压……连日来，河包镇白塔
社区艾草种植基地一片忙碌景
象，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
艾草田间播种工作。

艾草，别名艾、艾蒿等，是一
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材，有着极高
的药用和经济价值，是一次投入、
长期受益的经济作物。

去年以来，该社区聚焦特色
种植，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
径。经过多次考察调研，并结合

本村实际，引进艾草种植作为特
色产业。

“今年我们共种植170余亩
艾草，每年可采收4次，预计亩产
量能达到3000斤。”该社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社区还与合川中药
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后期销路
不用愁。

接下来，该社区将组织专业
人员从艾草的疾病防控、施肥、除
草等方面入手，加强对艾草生长
全过程的管理，确保艾草的产量
和品质。

河包镇

发展艾草种植 激发乡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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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通讯员 陈 实）近日，
昌元街道方家坝村高坎提水泵站
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推进当
中。施工现场，工人们有条不紊
地开展管网铺设作业。

该项目辐射3个村民小组，
预计4月底全面完工。以往，由
于灌溉水源不足、设施落后，该

村农作物产量受到限制。高坎
提水泵站建成后，将极大改善
当地灌溉条件，为农业用水提
供坚实保障，惠及周边800余名
村民。

下一步，该街道将制定泵站
运营管理方案，建立长效维护机
制，保障泵站长期稳定运行，助力
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昌元街道

方家坝村高坎提水泵站下月底完工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员 叶嘉玲）近日，
区人大昌州街道工委组织人大代
表和议事代表到油栎社区，开展
群众接访活动，现场协调解决居
民“急难愁盼”问题。

接访中，代表们逐一解答记
录居民反映的问题及诉求。针对
大家集中反映的“小区新修楼栋
建渣堆积影响环境”“小区化粪池
堵塞”等问题，代表们迅速前往实
地查看，并在了解具体情况后初
步拟定了解决方案，承诺还居民
一个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居民们表示，能够直接向代
表反映问题，为解决实际困难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增强了大家对
美好生活的信心。

接下来，区人大昌州街道工
委将持续推进“3365”代表议事
厅机制，深化“代表进网格”行动，
通过政策宣讲、常态化接访、跟踪
式督办等方式，架起为民服务“连
心桥”，助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区人大昌州街道工委

代表接访面对面 服务群众零距离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廖国颖 通讯员 周孝英）
近日，直升镇荣升社区组织开
展禁种铲毒踏查和宣传教育行
动，为辖区居民识毒、拒毒筑牢
防线。

行动中，社区干部与网格员
以“不漏一处、不放一株”为原
则，深入田间地头、山林荒地、废
弃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
排查，确保没有毒品原植物种植
迹象。同时，向过往群众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普及毒品原植物的
外观、形状等显著特征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引导大家深刻认识种
植毒品原植物的严重危害，积极
参与到禁种铲毒工作中来，让

“不敢种”“不想种”“不能种”的
观念深入人心。

下一步，该社区将持续加大
巡查频次与范围，进一步深化宣
传教育，将禁毒知识融入社区文
化活动，为辖区居民打造一个更
加安全的生活环境。

直升镇

踏查宣传齐发力 共守“无毒”保净土

镇街动态

3月12日是第47个中国植树节。连日来，我区各
部门镇街积极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广大干部群众争做
生态守护者，为大自然增添新绿。

区水利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妇联、清江镇等单位
在濑溪河沿岸种植红枫、桂花、柳树等苗木约400株；

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大数据局、双河街道、邮政荣
昌分公司合力在岚峰林场种下300株香樟树苗；

区交通运输委组织干部职工及志愿者，在国道
G348新建工程段种下200余株红叶石楠、香樟等苗木；

区法院、远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50余名志
愿者，为蔡家坪村新增150余株新绿；

直升镇部分人大代表和志愿者在燕儿村种下枫香
树300余株；

……
在各个植树点，大家一起手持锄头、铲子、水桶等

工具，三五人一组，正苗、培土、浇灌，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合力种下一株株树苗，为美丽棠城增添一抹新绿，
厚植一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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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荣隆镇玉米制种
基地，百亩赏食两用蚕豆新品
种长势良好，吸引不少市民前
来观赏。

该品种为市农业科学院选
育的“豆美1号”“豆美2号”赏
食两用蚕豆新品种，盛花期可

持续60天，较传统品种延长20
天。同时，在保持亩产 130 公
斤干籽粒的基础上，拓展菜用
（鲜豆）、饲用（秸秆）功能，实现
“一豆三收”。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
美 摄

蚕豆赏食两用
解锁双份快乐

区司法局组织党员干部和青年志愿者在清升镇古佛
山社区种植桐子树苗

铜鼓镇干部群众让400余株枫香树苗“安家落户”

区人大广顺街道工委组织人大代表、议事代表等在李家坪村雷家坡种下500余株新苗区公安局民辅警在清流镇开展植树活动

峰高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等种植沙树苗500余株 仁义镇干部群众在百果玩栽植苗木

区委组织部、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河包镇党
员干部种下300余株香椿树苗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树木与木材
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
种植培育的源头，到加工利用的流程，再
到广泛应用的终端，这条产业链正经历着
深刻变革。深入剖析树木与木材产业，对
探寻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具有重
要意义。

树木种植：生态效益与资源储备并重

树木种植不仅关乎生态环境的改善，
更是木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近年
来，全球对于森林资源保护和植树造林的
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
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林木相关企业近
313.1万家。其中，2024年新增注册相关
企业约42.7万余家，从企业注册数量趋
势来看，近五年间，林木相关企业的注册
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并在2023
年达到顶峰，为43.8万余家。

从生态效益来看，树木堪称“地球之
肺”。一棵树每年大约可产生260磅氧
气，在其生命周期内，能吸收约一吨二氧
化碳，有效减缓气候变化。同时，健康的
森林，无论是自然森林还是城市森林，都
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
统之一。树木为野生动物和水生生物提
供栖息地，维持水道健康，确保生态系统
的平衡与繁荣。

在木材产业资源储备方面，我国持续
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2023年3月，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出台《国家储备林建设管
理办法（试行）》，并发布《“十四五” 国家
储备林建设实施方案》，旨在增加森林蓄
积，提升森林质量，优化森林结构，缓解木
材供需矛盾，保障我国木材安全。通过科
学规划和培育，储备林将为未来木材产业
提供稳定、优质的原材料来源。

木材加工：传统与创新共融的产业变革

从传统加工方式来看，木材加工涵盖
锯材加工、木制品制造、木质板材制造等
多个领域。锯材加工将原木锯切成各类
规格板材或方材，用于家具制造、建筑等
行业；木制品制造则把加工好的木材进一
步组装成家具、装饰品等；木质板材制造
通过多道工序将原木制成胶合板、刨花
板、密度板等，广泛应用于家具和建筑领
域。这些传统加工方式在长期发展中形
成了成熟的工艺体系，但也面临着效率提
升和环保改进的压力。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
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木材加工行业相
关企业超23.4万家。其中，2024年新增
注册相关企业约1.5万余家，从企业注册
数量趋势来看，2023年以前木材加工行
业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
的态势，并在2023年达到顶峰，为超2.3

万余家，2024年有所下降。
在创新方面，新技术的应用为木材加

工行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先进的数控加
工设备、激光切割技术等已广泛应用于木
材加工领域，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一些企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智能排产系统，依据订单数量、交货期、生
产设备状态等因素，自动优化生产计划，
合理安排工序时间节点，避免生产延误。

在质量检测环节，机器视觉技术借助
AI对家具表面瑕疵、尺寸精度等进行精准
检测，相较于人工检测，具有速度快、准确
率高、稳定性好的优势，有效降低次品率。

但木材加工行业同样面临诸多挑
战。原材料供应问题日益凸显，国内林木
资源有限，加上采伐政策限制，部分木材
加工企业面临原材料短缺困境。环保压
力也在不断加大，随着环保政策收紧和人
们环保意识提高，木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噪音、粉尘等污染物处理成为企业必须面
对的问题，企业需要加大环保投入，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木材应用：多领域拓展与可持续发展探索

在建筑领域，木材作为传统的建筑
材料，常用于房屋框架、门窗、地板等结
构搭建。随着人们对环保和居住品质要
求的提高，木结构建筑因其绿色环保、保
温隔热等特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家具制造领域，木材更是不可或缺的
原材料，从高端实木家具到各类板式家
具，木材的质感和可塑性满足了消费者
多样化的需求。

在包装领域，木质包装凭借其坚固、
可回收等特点，在一些高端产品包装中占
据一席之地。在造纸行业，木材是重要的
纸浆原料，尽管面临再生纤维和其他替代
材料的竞争，但木材纸浆在纸张质量和性
能方面仍具有优势。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木材产业正积极
探索新路径。一方面，推广可持续森林管
理，确保木材来源的可持续性。通过认证
体系，如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消
费者能够识别来自可持续管理森林的木
材产品，促使企业采用可持续的木材采购
策略。另一方面，研发木材替代材料和提
高木材利用率成为趋势。例如，利用农作
物秸秆、竹纤维等开发新型复合材料，部
分替代木材应用；在木材加工过程中，通
过优化设计和工艺，减少木材浪费，提高
木材利用率。

天眼查研究院认为，植树节所承载的
植树造林、保护树木理念，与木材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从树木种植的生
态资源双丰收，到木材加工的传统与创新
交织，再到木材应用的多领域拓展与可持
续探索，这一产业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的天平上，正努力寻找平衡。未来，随着
技术创新、政策引导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
进一步提升，树木与木材产业有望在实现
经济效益的同时，为地球生态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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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树木到木材：植树节视角下的生态与经济的平衡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