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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宁 市 林 业 局
 

常宁市 2024 年省级生态廊道建设补助项目
工作方案

根据《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做好 2024年省级生态廊道建设的
通知》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年省级生态廊道建设补
助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24〕50号）文件要求，为做好
我市 2024年省级生态廊道建设项目，切实提高项目建设质量，
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任务

在常宁市舂陵江水系生态廊道（水口山镇、烟洲镇、荫田镇、

白沙镇）可建区域范围内实施，完成 2024年省级生态廊道建设
任务 2300亩,补助标准 1000元/亩，补助资金 230万元，全部为
人工造林。

二、工作内容

省级生态廊道建设工作程序：制定工作方案→公开公示→组
织申报→资格审核→作业设计→组织施工→开展验收→兑现资
金→档案管理。

（一）制定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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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计划，制定工作方案，工作方案主要包

括省级生态廊道建设项目申报条件与程序、补助范围和标准、计

划任务分解、验收方法与标准、公示公开、资金拨付与使用等内

容。

（二）组织申报。项目申报主体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本工作

方案在 2024年 11月 8日前自愿申报，申报时需递交书面申报材
料（包括申请报告、申请单位（或个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

林地经营权属证明、联系电话号码），逾期申报不予受理。

1、申报资格。申报主体应为对省级生态廊道建设土地具有

使用权或经营权的单位（国家机关除外）或个人。单位或个人通

过协议委托第三者实施的，第三者也可以作为申报主体。

2、申报范围。申报范围为在舂陵江水系生态廊道（水口山

镇、烟洲镇、荫田镇、白沙镇）可建区域范围内的适宜造林绿化

区域。

3、申报方式。申报主体的书面申请报告，经村委、乡镇审

核签署意见盖章后上报林业局。

4、申报材料：

（1）申请书；
（2）林地权属凭证（权属证明或造林承包合同书）复印件；
（3）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复印件（账户名、身份证、申请书

三者要同名）。

5、资格审核。收到申报主体递交的申报材料并登记后，组

织技术人员开展实地踏查，对申报范围、面积、权属等进行资格

审核。对审核不符合申报资格条件的，及时告知申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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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划分解。根据审核情况将计划任务分解下达到相关

乡镇、村委，落实到山头地块，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优先

安排 2024年省级生态廊道建设项目：一是造林积极性高，二是
规模大的申报主体。

（四）作业设计。严格按照《湖南省林草生态保护和修复重

点工程作业设计要点》科学合理编制作业设计，在 2024年 11月
15日前上报衡阳市林业局审查和批复。严格禁止占用耕地，建设
小班的矢量数据要与国土“三调”进行套合，由自然资源部门出具
审查意见，要做到相对集中连片，原则上连片面积不得少于 50
亩，形成示范效应。

（五）组织施工。依据衡阳市林业局批复的作业设计组织施

工，大力推行专业化作业；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山头地块进行

技术指导，确保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在 2025年 4月 15日前完
成完成建设任务。

（六）开展验收。项目完工后，及时出台验收工作方案，组

织技术人员分春秋两季开展检查验收，验收标准按照《湖南省造

林检查验收办法》、《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和《湖
南省省级生态廊道建设导则》等规程执行。

（七）兑现资金。按照验收结果编制资金发放花名册，附上

验收相关资料，按财务报账制度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到项目实施

主体，支付方式通过转账方式支付。

（八）档案管理。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建立省级生态廊道建

设项目专项档案，及时收集整理申报、设计、验收和施工合同等

相关文字、图表资料，按时归档，妥善保管。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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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地清理。林地清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以减少水土

流失，不能炼山整地。清理剩余物应移出林地或成堆原地堆放。

根据实际植被情况均匀保留（间隔 2米以上）樟树、青冈类、栎
类等高价值的珍贵阔叶树。林地清理应在 2024年 12月底前完成。

（二）整地。采用穴垦整地方式，穴状规格 50×50×50厘米；
为防止水土流失，严禁炼山和全垦整地，注意保护原生态环境，

尽量保留原有植被，山顶向下 10米、山脚向上 10米以不整地。
（三）树种配置。应根据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和立地条件，选

择适宜性、抗逆性和种间相协调的树种混交，每个小班不少

于 3个造林树种，做到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林层错
落有致、四季花果交替；要兼顾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做到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四）造林密度。根据《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
和《湖南省省级生态廊道建设导则》等规程，结合造林树种特性、

造林地立地条件等因素，营造混交林造林密度宜 60株/亩；
（五）种苗。生态廊道造林原则上要求使用苗高 1.5米以上、

地径 1厘米以上全冠容器大苗或带土球大苗（柏木等树种可适当
降低要求）；石漠化地区、紫色页岩等难造林地带苗高可适当放

低到 50厘米以上，但要选择良种壮苗。
（六）抚育管护。造林后抚育 2次,即 2025年 5-6月、8-9月

采取锄抚、刀抚各 1次，主要为除草、松土、培蔸等，同时注意
清除周边影响苗木生长的攀附藤本，并实施全面封禁保护，巩固

造林成果。

四、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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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为加强项目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确

保工作的顺利实施，成立由局长刘清河任组长，财政局廖贵生、

局领导刘建国、刘冬云（常务）、曾仕成、朱鹏任副组长，财政

局李丽平、局朱向阳、尹伟、何振华、滕婷、雷辉为成员的省级

生态廊道建设补助项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局造林绿化和退耕还林股，由雷辉兼任办公室主任，负

责指导全市省级生态廊道建设补助项目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实

施。

（二）规范职责。领导小组要加强工作协调明确职责分工，

共同推进此项工作，形成工作合力，造林绿化和退耕还林股负责

制定工作方案、资料初审和公开公示、提出初步实施意见、组织

施工、建档等工作；财务股主要负责协调沟通补助资金拨付；自

然保护地服务中心负责作业设计、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工作。

（三）广泛宣传。通过各种渠道，扎实开展宣传工作，通过

宣传使广大群众更加清楚地掌握省级生态廊道建设项目补助政

策内容、管理程序和相关要求，同时鼓励社会和群众加强对省级

生态廊道建设项目实施工作的监督。

（四）优化管理。一是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和村支两委的作用，

切实把好第一关口；二是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管理资金的优势和职

能，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三是充分发挥纪检、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职能，坚决杜绝出现虚报冒领、“雁过拔毛”等现象，切实保障项
目健康实施。

常宁市林业局

2024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