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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林长制规定 

（2025 年 3 月 20 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令第 239 号公布  自

2025 年 5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保障和促进林长制实施，加强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工

作，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

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林长制，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术语含义） 

本规定所称林长制，是指分级分区域设立林长，负责领导、

组织、协调、监督责任区域内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的制度。 

本规定所称林业园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草地、

湿地、城市绿地以及野生动植物等资源。 

第四条（遵循原则） 

实施林长制应当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绿色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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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的原则，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职责分工） 

市和区（市）县林长制办公室设在同级林业主管部门，具体

负责林长制日常工作。镇（街道）应当确定人员承担林长制办公

室相关工作。 

发展改革、教育、公安、财政、规划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农村、应急、城市管理、

审计、气象等部门作为协作（联络）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共同

做好林长制相关工作。 

第六条（责任体系） 

本市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设立市、区（市）县、镇（街道）、

村（社区）四级林长。 

市、区（市）县、镇（街道）设立林长、副林长；村（社区）

设立林长，必要时可以设立副林长。 

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环城生

态区、锦江公园等重点生态区分别设立市级林长。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在重点生态区单独设立

区（市）县级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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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林长职责） 

各级林长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负责贯彻落实上级党

委、政府决策部署，组织领导本责任区域内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

展工作，发现并协调解决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落实相关工作任务。 

第八条（基层能力建设） 

本市龙门山、龙泉山沿线等林业资源丰富的区（市）县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基层林业工作站能力建设，充实基层管护力量，完

善基层管护设施设备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林业治理能力。 

第九条（执法规范化）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推动林业行政执法体系建设，

推进林业行政执法规范化，提高基层执法队伍综合素质和执法能

力，强化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同联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 

第十条（林长令） 

市和区（市）县林长可以签发林长令，部署林长制重点工作。 

第十一条（会议制度） 

市和区（市）县林长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林长制全体会议，总

结部署林长制工作，研究林长制相关制度和措施，协调解决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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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林长制办公室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召开办公室会议，研究

落实市林长工作部署，推进林长制工作。 

第十二条（部门协作） 

各级林长制办公室及其协作（联络）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联动

机制，各负其责、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共同推进林长制工作开

展。 

第十三条（公开公示） 

市和区（市）县林长制办公室应当通过主流媒体、门户网站、

政务微博微信等方式依法公布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情况，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 

市和区（市）县林长制办公室应当在重点生态区显著位置设

立重点生态区林长公示牌，区（市）县、镇（街道）林长制办公

室应当在责任区域显著位置设立林长公示牌，载明林长信息、责

任区域示意图、林长职责、监督电话等必要要素。公示牌所载信

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更新。 

第十四条（巡林工作） 

本市各级林长应当按照国家、省相关要求，通过明查暗访、

联合巡查、调研指导等多种方式开展巡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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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和红火蚁防控等重点时期，以及龙门

山、龙泉山沿线的林业资源丰富区域及古树名木资源应当作为巡

林重点。 

第十五条（网格管理） 

本市林业园林资源实行网格化管理，按照网格责任区域落实

巡林护绿责任。 

第十六条（信息化建设） 

市和区（市）县林长制办公室应当加强林长制信息化建设，

组织建立林长制监测、信息共享等数字化平台，逐步实现林长制

工作信息化。 

第十七条（科技赋能）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动运用科技手

段加强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鼓励和支持林业园林领域科学研

究及技术攻关，推广先进适用的林业园林技术，提高林业园林科

学技术水平。 

第十八条（社会参与）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资、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

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 

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志愿者作为市民林长、民间林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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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制工作。志愿者应当遵循自愿、诚信的原则，依法开展林业

园林资源保护发展、宣传和监督活动。 

社会参与林长制工作的具体办法由区（市）县林长制办公室

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 

第十九条（投诉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就发现的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问题，

通过成都 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进行投诉、举报，林长、林

长制办公室或者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核实并处理。 

第二十条（结果运用） 

林长制工作考核按照中央、省精简优化基层考核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二十一条（表扬激励） 

对在林长制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表扬、激励。 

第二十二条（经费保障）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林长制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加强经费保障，确保落实到位。 

第二十三条（区域协作）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与毗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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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县的协作联动，建立健全信息交流、资源共享、联防

联控的合作机制，推动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协调联动。 

第二十四条（责任追究） 

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各级

林长、林长制办公室和林长制协作（联络）单位未按照国家、省、

市规定履行职责的，依法依规给予处理。 

第二十五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2025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