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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年，看厦门 75 变。

身处时光洪流，我们都是时

代的见证者。无论是捕捉

的家庭温馨瞬间，还是记录

的街头巷尾的市井生活；无

论是城市建设的珍贵影像，

还是时代变迁的动人画面，

欢迎您通过海西晨报微信

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一两张

图、几句话都可，我们将与

您联系，听您讲述身边的变

化、城市变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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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头林场内的坂头-石兜水

库，是厦门市重要的生活饮用水

水源，肩负着厦门的供水保障任

务。

坂头林场积极响应中央生态

环保督查，加强水源地环境整治，

有序推进水源一级保护区的退果

还林工作，收回合同到期果园并

完成水源涵养林建设，对违规建

筑进行拆除和复绿。通过这些举

措，林场确保了厦门市重要水源

地的生态安全。

随着水源地保护措施的不断

加强，未来坂头-石兜水库的供水

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为厦门市民

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饮用水。

晨报记者傅曦颖仇慧亮

脚下落叶沙沙作响，远处山峦

叠翠……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

有这样一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不仅

是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更是守护城

市的生态屏障——这里就是福建省

厦门坂头国有防护林场（以下简称

“坂头林场”）。

从荒山秃岭到郁郁葱葱，坂头

林场不仅承担着保护水源、涵养水

土的重任，而且成为厦门市民的天

然氧吧和心灵栖息之所。作为全市

最重要的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之

一，在几代林场人的辛勤耕耘下，坂

头林场谱写出一个个绿色传奇。

曾是一片荒山秃岭
建设条件极为艰苦

坂头林场位于厦门市集美区西

北部，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库区

涵养条件。透过一张张老照片，思绪

仿佛回到了过去：1959年，坂头林

场成立之初，这里是一片荒山秃岭，

地势险峻，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十分

严重，严重影响着居民生活。

坂头林场副场长郑志金是较早

一批入职林场的员工，她向记者描

述了林场的建设画面。她告诉记者，

最初建立林场，就是为了解决生态

失衡和水土流失问题。当时林场建

设条件极为艰苦，基础设施匮乏，工

人们凭借手中的简单工具，顶着烈

日和风雨，一棵棵地栽种树苗，希望

用树木筑起一道绿色的生态屏障。

1995年，厦门市政府常务会议

将坂头林场定位为“林业保护区”,

这一决定标志着林场从单纯的种植

造林阶段转向了生态保护阶段。

2003年，福建省林业厅将坂头林场

界定为“生态公益型环境保护林

场”，全面停止了经营性采伐。此后，

林场的使命更加明确：“守护森林，

保护水源，维护生态平衡。”

历经数十载建设，林场绿化面

积大幅增加，水土流失问题得到了

有效遏制，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森林生态系统。

遭遇重创积极自救
提升林场防灾能力

2016年，台风“莫兰蒂”重创了

坂头林场，大量树木被摧毁，森林资

源损失近半。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林场员工没有被打倒，迅速展开了

自救工作。

郑志金是林场灾后重建的亲历

者。她拿出一张灾后重建时期的照

片告诉记者，台风过后，林场进行了

大规模的生态修复，用了5年的时

间，恢复了将近2万亩的受损林地。

与此同时，林场积极开展林分

改造，优化树种结构，降低了马尾松

混交林的比例，提升了林场的防火

防灾能力。

林场不仅关注森林防火，还通

过森林病虫害防控、大规模的防火

林带建设、加强巡护等措施，确保森

林资源的长期健康与安全。例如，在

森林防火方面，林场全面落实责任

制，严格管控野外火源，确保“见烟

就追，见火就查”；为加强应对能力，

林场组建了一支20人的林业消防

队，定期开展实兵实装演练；林场还

通过三年行动计划，完成了70公里

生物防火林带提升、40公里防火道

路建设和30公里人行防火步道，极

大提升了火灾防控能力；在病虫害

防治方面，林场实施了三轮三年的

防控方案，成功遏制病虫灾害的发

生，确保了林场生态系统的稳定。

坂头林场的生态修复还体现在

管理的进步与创新方面。林场严格

落实“林长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层

层压实管护责任，明确各级林长、副

林长和护林员的职责，并通过智慧

平台实现对护林员巡护情况的在线

实时监管；同时与当地公安部门建

立“林长+警长”协作机制，定期召

开林长会议，解决资源管理难题，保

证森林资源。

坂头林场自2005年起作为厦

门市直机关义务植树基地，全力服

务保障全市义务植树工作。2022

年，林场被列为省级“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基地，实现线上线下双轨

并行，为广大市民的义务植树尽责

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场所。

绿树成荫空气清新
成为城市绿色宝藏

如今，坂头林场的总面积达到

7.6186 万亩，其中森林覆盖率为

79.43%，绿化率更是达到80.33%，

是一片名副其实的绿色宝地，成为

市民休闲、科普、康养的重要场所。

坂头林场自2019年起在厦门

率先启动“一场一景”建设。在严格

保护林场原有生态的前提下，林场

遵循“生态修复、生态优化、生态共

享”的原则，目前已完成景观带示范

线建设1500多亩、水源涵养林培育

示范线建设527亩和珍稀树种园建

设306亩，同步推进科研与科技推

广项目等建设，预计2025年完成试

点建设任务。

现在来到坂头林场，绿树成荫，

空气清新，不仅可以看到有趣的斑

叶彩叶科普教育园、山地园和滨水

园，还可以在游憩绿道上慢行。据

悉，坂头林场在现有山中步道及园

区步道基础上，整合荒废的交通道

路网络，建立了3条游憩绿道——

登山健身道、科普游览道以及滨水

观光道。“林场面积更大、环境更好、

山野趣味更浓，更适合市民游玩观

赏。”坂头林场场长黄卓青说。

65年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坂头

林场从一片荒山到绿水青山的蜕

变，这是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更

是厦门城市生态建设成就的缩影。

如今，坂头林场的美丽景观、丰富的

生态资源以及健全的水源地保护体

系，正成为厦门市民共享的绿色宝

藏。

多举措保护水源地
相关链接

护林 员 在

林间巡逻，确保

森林安全。

▲2016年，“莫兰蒂”台风过后，

林场树木大片倒伏。

▶如今的坂头林场绿树成荫，风景如画。

蝶
变

昔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