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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河南省西平县森林城市建设现状,确立了以“花海森林城,宜居新西平”为主的建设理念

和“一心、一核;一轴、两带;三区、多点”为骨架的森林城市建设布局。 从森林生态网络、森林产业、
森林生态文化、森林支撑保障 4 方面,阐述西平县森林城市建设重点工程内容,构建绿色生态网络,
不断增加森林资源总量,逐步提高森林质量,让更多的森林进城、环村,进一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提高生态承载力,弘扬生态文化,提升城市宜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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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st
 

city
 

construction
 

in
 

Xipi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of
 

“ Huahai
 

Forest
 

City,
 

Livable
 

New
 

Xiping”
 

and
 

the
 

con-
struction

 

layout
 

of
 

“one
 

center,
 

one
 

core,
 

one
 

axis,
 

two
 

belts,
 

three
 

districts
 

and
 

multiple
 

points”
 

were
 

established.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key
 

project
 

content
 

of
 

forest
 

city
 

construction
 

in
 

Xiping
 

County
 

from
 

four
 

aspects
 

of
 

forest
 

ecological
 

network,
 

forest
 

industry,
 

forest
 

ecological
 

culture,
 

and
 

forest
 

support
 

guarantee,
 

constructed
 

a
 

green
 

ecological
 

network,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
 

total
 

amount
 

of
 

forest
 

re-
sources,

 

gradually
 

improved
 

the
 

forest
 

quality,
 

to
 

make
 

more
 

forests
 

in
 

the
 

city
 

and
 

surrounding
 

villages,
 

further
 

improve
 

the
 

urban
 

and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enhance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pro-
mote

 

th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improve
 

the
 

livability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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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国家森林城市评价

指标体系,自此森林城市建设纳入科学化轨道;党的

“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的重大战略部署;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时,强调森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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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安全,提出了“要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1] ;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基本方略,为我国新时代森林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
随着地区自然条件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建设森林城市已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

要求。 站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新的历史起点

上,西平县抓住机遇,坚持以创新规划理念、打造城

市特色为切入点,打造“花海森林城,宜居新西平”
的特色省级森林城市。

1 概况

西平县位于河南省中南部,隶属驻马店市,南距

武汉 300 km,北距新郑国际机场 130 km,位于郑州

及武汉两大都市“一日经济圈”内,京广铁路、京珠高

速公路、京广高铁、107 国道纵贯全境。 地理位置为

北纬 33°10′~ 33°32′,东经 113°36′~ 114°13′。 全县辖

20 个乡镇、场、办事处,总人口 87 万,总面积 1 098
km2,其中可耕地面积 118 km2,是国家重要的粮食

生产核心区。 西平县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

带,属亚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气候温暖,雨量充

沛,适宜多种植物生长,发展林业条件十分优越。

2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西平县域全范围,在重点工程建

设时分为县域和城市建成区两个层次。
2. 1 县域范围

西平县辖柏城、柏亭、柏苑 3 个办事处,出山、师
灵、权寨、盆尧、五沟营、嫘祖、二郎、宋集 8 个镇,人
和、谭店、芦庙、杨庄、专探、蔡寨、焦庄、重渠 8 个乡,
老王坡及产业集聚区 2 个管理委员会。 全县有 29
个居委会,255 个行政村。
2. 2 城市建成区范围

根据西平县最新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柏城、
柏亭、柏苑 3 个街道办事处建成区范围。

3 研究区现状分析

3. 1 资源现状

根据 2017 年森林资源数据统计,西平县林业用

地面积为 35 699. 7 hm2,占国土总面积的 32. 6%。
林业用地中,有林地面积 32 987. 65 hm2,疏林地

1 791. 48 hm2,灌木林地 21. 66 hm2,未成林造林地

627. 9 hm2,苗圃地 49. 92 hm2,宜林地 221. 08 hm2,辅
助生产林地 21. 67 hm2。 全县森林覆盖率为 30. 17%。

3. 2 有利条件

3. 2. 1 自然资源丰厚,文化古迹众多

西平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乡土树种资源丰

富,有利于多种植物生长。 丰厚的自然资源是建设

森林城市的良好基础。 此外,西平历史悠久,文化古

迹众多。 古为柏皇氏遗族封地,西汉初年置县,是黄

帝正妃、中华之母———蚕神嫘祖的故乡,中国冶铁文

化的发祥地。 境内还有龙山文化遗址、东周灰坑遗

址、宋代宝严寺塔[2] 、棠溪源国家级森林公园等名

胜古迹和自然景观。
3. 2. 2 治水蓄水以水润城,打造花海森林城

近年来,西平县以打造花海旅游新城为目标,按
照“以水润城”的理念大力实施治水蓄水工程,全面

实施“三河”生态工程,规划实施“一渠六湖”治理工

程,进一步贯通城区水系,实现河湖渠互联互通,形
成循环型水系网络。 小洪河、引洪河治理工程依托

西平历史文化资源,以“水、花、桥、路”为载体[3] ,打
造“两岸绿树成荫,堤岸海棠飘香”的花海新城。 此

外,“两河”沿岸的冶铁铸剑文化园、法家文化园、柏
国文化园等七大主题游园基本建成。
3. 2. 3 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共同参与

西平县政府财政支持,社会共同发力,助推工作顺

利开展。 县财政列专项资金引导、撬动,乡镇财政加大

投入,精心打造达标村和示范村,建立政府扶持、项目

支持、群众筹集、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全县上

下形成了政府全力支持、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形势。
3. 3 不利条件

3. 3. 1 林分质量不高,草皮灌木偏多

城镇绿化普遍存在树种单一、重草皮灌木、乔木

树种偏少的现象,造成景观效果不明显、生态功能不

强等问题。 特别是城市绿化尚缺精品,亮点不多,且
建成区的绿化量不足。
3. 3. 2 公园绿地数量不足,服务半径较大

经实地调研测算,中心城区及各建成区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均超过 500 m,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

的休闲游憩需求。 随着西平县城镇发展及人口的增

长,建成区公园绿地面积仍需增加,且需要平衡公园

绿地街区、小游园、综合公园等比重和分布,健全公

园绿地功能,
 

扩大绿地服务半径。
3. 3. 3 森林生态文化宣传场所较少

西平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具有地方特

色且与地方丰富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的科普场所、生
态文化体验基地相对较少,生态文化宣传力度不够,
标识系统建设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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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4 森林生态监测体系不完善

目前,城市森林资源和生态功能监测基础设施

不够健全,林业资源的监测手段相对比较落后,森林

资源和生态功能监测体系尚不完善,林业基础保障

能力和资源保护任务不相适应。
3. 4 达标情况分析

根据河南省级森林城市的指标要求,从森林网

络、森林健康、生态福利、城乡生态环境、生态文化、
组织管理等六大方面设置了 35 项指标,其中 28 项

已达标,7 项不达标(表 1)。

表 1　 达标情况分析

Tab. 1　 Analysis
 

of
 

compliance

指标类型 达标 不达标

森林网络 林木覆盖率;建成区绿化;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道
路绿化;休闲游憩绿地;廊道
绿化;水岸和水源地绿化;单
位、社区、厂矿绿化;村镇绿
化;农田林网;生态修复

森林健康 乡土树种比例;树种丰富度;
苗木使用;林分结构;生物多
样性保护;森林灾害防控;近
自然管理;资源保护

生态福利 生态休闲场所服务;绿道网
络;生态产业

城乡生态
环境

城乡环境整治 区域环境质量与节
能减排指标

生态文化 科普教育;义务植树;古树名
木保护

宣传教育;公众认知

组织管理 组织领导;保障制度 科学规划;投入机制;
科技支撑;档案管理

4 建设定位、目标与总体布局

4. 1 建设定位

以“花海森林城,宜居新西平” 为建设定位,结
合西平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山水田园,科学规划、因地

制宜地建设,将西平的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融入森

林城市建设中去,打造独具魅力的森林城市。
4. 2 建设目标

以省级森林城市建设为目标,积极推进全县森

林城市建设行动,逐步完善城市森林生态体系,因地

制宜提高林木覆盖率,优化森林资源质量,合理配置

城镇绿地资源,优化城乡生态景观,提升河流、道路

等廊道绿化质量,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等建设工

程。 形成稳定健康的森林生态防护体系,各项指标

达到或超过省级森林城市的评价标准,把西平建设

成为具有突出地方特色的森林生态城市。
4. 3 总体布局

依据西平县的城市发展趋势、生态格局和地形

地貌特点,结合自然资源条件,将城市森林网络体系

构建成“一心、一核;一轴、两带;三区、多点”的景观

格局(图 1)。

图 1　 西平县森林城市建设总体布局

Fig. 1　 Overall
 

layout
 

of
 

forest
 

city
 

construction
 

in
 

Xiping
 

County

　 　 1)“一心”:中心城区。 实施高标准的城市公园

绿地、道路绿化、城市环城林带建设等,并将嫘祖文

化、冶铁文化等融入城市建设中去。
2)“一核”:生态自然内核。 依托棠溪源森林公

园,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协调周边社区居民的利益

关系,打造生态自然的核心区域。
3)“一轴”:森林城市发展轴。 以京广铁路、京

广高速铁路等交通干线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周边乡镇

的森林城市发展带。
4)“两带”:指西平县境内淮河与汝河的支流,

沿河流进行生态廊道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完善沿

岸水源涵养林体系建设。
5)“三区”:西平县整体地势为西高东低,可以

大致划分为三分区(西部的山地森林生态保育区、
中部涵盖中心城区的森林城市建设区与东部平原的

森林生态产业区)。
6)“多点”:指风景名胜区、郊野公园、村庄绿化、林

产基地等。 重点加强森林抚育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
严格保护森林、湿地生态环境及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
并适度开展生态旅游,以生态功能提升带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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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内容与规模

　 　 重点围绕不达标项开展建设内容规划,紧扣县

域社会与国民经济发展及行业发展规划,多部门协

作,合力推进,突出重心,精准发力[4] 。
5. 1 森林生态网络建设

5. 1. 1 城区绿化提升

增加中华嫘祖文化苑、火车站、护城河公园、居
住区游园、凤鸣公园和城东公园的绿化面积,合理配

置山石、雕塑、喷泉和树木,形成新的园林景观;对建

成区 23 处居住区附属绿地进行提升改造,按适地适

树原则,合理进行植物配置,见缝插绿,并增加外墙、
屋顶等垂直绿化;龙泉大道、工业大道、中原大道等

建成区绿道,增设分车带、绿化带,增加道路绿地

面积。
5. 1. 2 农田林网建设工程

依托全县范围的农田林网和现有沟渠,在断档、
破损比较严重的地区补植、更新,对于林网网格过大

的地区合理开辟新网格,加大种植密度,选好树种,
合理进行种植,增加层次感。 到规划期末,新建农田

林网折合林地面积 2 442. 6 hm2,林网控制率达到 95%。
5. 1. 3 生态廊道建设

按照“品种多样、四季常绿、三季有花、层次分

明、错落有致”的标准,对全县已建廊道绿化工程进

行美化提升。
1)道路绿化。 以高大乔木树种为主,采取不同

树种混交配置。 铁路、高速每侧绿化宽度 10 m,国
道每侧绿化宽度 5 m,县乡道路每侧绿化宽度 3 m。
通过乔、灌、草的合理搭配及彩叶树种的使用,形成

错落有致、色彩丰富的路边景观,进一步提升生态廊

道绿化质量。
2)水系绿化。 完成县域内主要水系河流、大中

型水库绿化。 小洪河、洪澍河、柳堰河等河道单侧种

植 6 行以上高大乔木,或每侧不少于 6 行的经济林。
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通过补植、抚育、更新以及搭

配耐(抗)水湿的树种来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形成

生态林环抱的水系。
5. 1. 4 生物多样性保护

县域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通过加强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建设,新建一批高标准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基地,将现有的部分森林公园改造升级,完
善现有基础设施,提高质量,在全县范围内形成布局

合理、特色突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构架(表 2)。
5. 1. 5 镇村绿化

以森林小镇、森林乡村建设为抓手,规划近期建

表 2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Tab. 2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lanning

地点
面积

/ hm2
建设
性质

建设内容

河南省西平引洪
河省级湿地公园

164 改造 解说标示系统、绿化提升、
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与恢复

西平嫘祖植物园 558 改造 专类植物园、森林养生、湿
地建设

西平嫘祖海棠园 193 改造 解说标示系统、科普展览、
特色生产、主题植物园

河南棠溪源国家
级森林公园

3800 改造 湿地生态保育、野生动物栖
息地保护与恢复

设森林村庄 14 个,中期建设森林村庄 12 个,远期建

设森林村庄 10 个。 采取乔木、灌木、藤木、花卉立体

式绿化与美化。 建立植绿护绿机制,建设围村林、庭
院林、公路林、水系林及四旁绿化体系,努力营造优

美的环境。
5. 1. 6 森林质量提升

1)树种及林分改造。 通过疏伐、间伐清除非目

的树种,组团式补植乡土树种或珍贵树种;对大面积

严重受病虫害感染且无保留价值的林分,采用带状

皆伐方式更新。
2)密度调整。 清理受病虫害感染木,实施伐除

病弱残株及劣质林木等疏伐工作和林木抚育工作,
在林中空地或面积过大的林隙适当补植[5] 。

3)中幼龄林抚育。 实施中幼林抚育 2 750 hm2。
加强中幼龄林抚育,做好松土、扩穴、追肥等各个抚

育环节,采取透光伐、卫生伐、合理疏伐、割灌、修枝

等措施,培育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4)封育管护。 严格封育管护饮用水源地的防

护林和水源涵养林,辅以人工促进经营改造措施,提
高森林质量,保证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5)低效低产经济林改造。 实施低产低效林改

造 2 980 hm2。 嫁接良种或伐除品质一般、品种不符

合要求的经济林,对品质较好的中幼龄经济林实施

翻地、除草、施肥等抚育措施。
5. 2 森林产业建设

5. 2. 1 城市文化旅游综合体建设

以洪河公园、嫘祖文化苑、宝严寺、棠溪宝剑等项

目为基础,充分利用现有的景观资源,健全生态旅游

经营管理与服务功能。 将西平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历
史景观相结合,发展以湿地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

区为主体,以森林人家、生态山庄等服务业为增补的

生态旅游体系,将西平县打造成豫南城市后花园和生

态休闲旅游胜地、中部知名的山水休闲度假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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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2 花卉苗木产业建设

以现有苗圃资源为主,进行标准化、规范化改

造。 充分利用区位和交通优势,适时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大型苗木和名贵苗木产业。 以宋集镇、二郎镇、
盆尧镇、出山镇为主,打造特色苗木品牌,搭建小型

花卉苗木交易平台,加强花卉苗木市场规范化建设,
加大科研和技术的推广工作,使苗木产值稳步增长,
质量与销量稳步提升。
5. 2. 3 特色经济林产业建设

立足现有梨、葡萄、核桃、猕猴桃、石榴等优势品

种,完善扩大梨、桃等经济林基地。 采取嫁接改造、
集约管理等有效措施,引进和选择优良品种,提高现

有经济林的产量和品质;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大力

开发特优新品种,形成具有区域鲜明特色的主导产

品,逐步实现区域化、基地化、优质化。
5. 3 森林生态文化建设

5. 3. 1 森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以嫘祖文化苑、冶铁文化园为主,打造生态文化

科普教育基地两处,建设成具有生态文化内涵的生

态体验地;结合城乡绿化建设,以交通便捷、成廊连

片为原则,选择适宜的地点新建、扩建义务植树基地

及纪念林基地,同时积极推广宣传植树活动,鼓励群

众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

风尚。
5. 3. 2 森林文化保护

全县共有古树名木 45 株,针对保护现状,实施

普查档案查漏补遗,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并为古树

扩展生存空间。 当地的管护人员发现病虫害及生长

出现异常需及时报告。
5. 3. 3 森林文化传播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形式,开展全方

位、多维度宣传,增强全社会爱绿、护绿、植绿的生态

文明意识,营造全县动员、全民支持、全社会参与的

氛围,确保公众对森林城市建设的支持率和满意度

达到 95%以上。
5. 4 森林支撑保障建设

5. 4. 1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提升

落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措施,提升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林业有害生物检疫御灾体系[6] ,
加强林业科技支撑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宣传培训森

防体系建设。 在西平县森林资源面积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病虫成灾率控制在 3%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9%以上,测报准确率达到 93%以上,种苗产地检疫

率达到 100%,成灾面积不超过发生面积 0. 5%。

5. 4. 2 林业科技支撑建设

结合生态建设、林业建设和实际发展情况,着力

推进嫘祖植物园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提高林业科技

成果转化率,使之成为西平城市绿色生态名片。 进

一步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林业科技

创新和推广体系;加强基层林业站基础设施和科技

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先进科学技术的作用,建设林业

科技创新平台。
5. 4. 3 林业信息化建设

立足林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进行资源整合,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林业网站建设[7] ,进一步推进

林业信息化示范县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安全责任体系。
5. 4. 4 林政资源管理

严格执行森林林木采伐限额和凭证采伐制度,
建立健全林木采伐审批管理制度。 加强执法能力建

设,落实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完成权责清单的各项规

范梳理等工作。 切实提高普法宣传,普及林业法规

知识,培养保护生态的法律意识,让尊重自然、保护

森林成为公众精神信仰和道德风尚。

6 结语

西平县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特色文化内涵是发展

森林城市良好的基础。 在森林城市建设中,充分发

挥林业条件,将绿色理念贯穿于城市建设和改造的

始终,打造城乡一体、结构合理、生态优美、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美丽西平。

参考文献:

[1] 盛炜彤 . 关于着力提高人工林的森林质量问题[ J]. 国

土绿化,2017(7):15-17.
[2] 王宁,陈博 . 提升城市功能

 

构建和谐人居环境[ J] . 城

乡建设,2011(8):48-49.
[3] 丁振,胡军华,李季军 .

 

一城美景
 

西平入画[ N].
 

驻马

店日报,2018-12-05(015).
[4] 黄海燕,戴益源,孙亚丽 . 临沧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规

划研究[J]. 林业调查规划,2019,44(1):200-205.
[5] 王艺璇 .

 

江苏省常州市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研究

[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6.
[6] 尤春艳 .

 

四川省广元市森林旅游规划的研究[ D] . 北

京:北京林业大学,2019.
[7] 崔龙女,徐亚伟,赵伟东 . 对林业信息化发展指导意见

的诠释[J]. 农村实用科技信息,2013(11):37.
 

责任编辑: 刘平书　 　 　 　
校　 　 对: 张林艳　 刘平书

·002· 第 47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