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森林火灾的起火原因森林火灾的起火原因。。森林火灾森林火灾

的起因主要分为人为火和自然火两大类的起因主要分为人为火和自然火两大类。。

人为火是指农人为火是指农、、林林、、牧业生产用火牧业生产用火，，林副业生林副业生

产用火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生产性火源和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生产性火源和

野外吸烟野外吸烟、、做饭做饭、、烧纸烧纸、、取暖等非生产性火取暖等非生产性火

源源。。自然火是指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自然火是指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

产生的热源产生的热源，，主要包括雷击火主要包括雷击火、、火山爆发火山爆发、、陨陨

石降落石降落、、滚石火花和泥炭自燃等滚石火花和泥炭自燃等，，主要发生主要发生

在人烟稀少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边远原始林区交通不便的边远原始林区。。我我

国由自然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只占森林火国由自然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只占森林火

灾总数灾总数 11%%，，森林火灾森林火灾主要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是人为因素造成

的的。。

（（四四））森林火灾肇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森林火灾肇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任。。按照按照《《河南省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四第四十四

条 规 定条 规 定 ：“：“ 森 林 高 火 险 期 内 在 林 区 及 其 边森 林 高 火 险 期 内 在 林 区 及 其 边

缘吸烟缘吸烟、、烧荒烧荒、、野炊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燃放烟花爆竹、、销售销售

燃放孔明灯燃放孔明灯、、上坟烧纸上坟烧纸、、祭祀送灯祭祀送灯、、使用明使用明

火 照 明 等 野 外 用 火 的火 照 明 等 野 外 用 火 的 ；；林 区 经 营 宾 馆林 区 经 营 宾 馆 、、饭饭

店店、、娱乐场所及各种旅游观光项目的单位娱乐场所及各种旅游观光项目的单位

和个人未配备必要的防火设施和个人未配备必要的防火设施、、器材的器材的。”。”

未造成火灾事故的未造成火灾事故的，，由森林防火人员当场由森林防火人员当场

责令改正责令改正，，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二百元对个人并处二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五千元对单位并处五千元

以 上 二 万 元 以 下 罚 款以 上 二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造 成 森 林 火 灾 的造 成 森 林 火 灾 的 ，，

责 令 其 限 期 更 新 造 林责 令 其 限 期 更 新 造 林 ，，赔 偿 损 失赔 偿 损 失 ，，并 处 以并 处 以

损失额损失额的一至三倍罚款的一至三倍罚款；；构成犯罪的构成犯罪的，，依法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③③77

森林防火知识（二）

山茱萸映红
致富路

本报记者 张飞

初冬时节，西峡县 22万亩山茱萸迎来丰

收季，西峡县中药材交易市场内“火红”一

片，因当地所产山茱萸色泽红艳、果大肉厚、

药用成分高，吸引不少外地客商前来收购，

药农们个个鼓了腰包笑开颜。

西峡县山茱萸种植历史悠久，是全国最

大的优质山茱萸种植基地，占全国总产量的

50%以上，种植规模、产量、产值均居全国第

一，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山茱萸之乡”、中国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国首批 GAP中药材基

地，山茱萸种植面积 20多万亩。西峡以山茱

萸为主的中药材标准化管理乡镇达到 5个，

规范化专业村达到 40个，主产区乡镇药农因

此年人均增收 1500元以上。

从守着金山吃不饱，到“摇钱树”上摘果

子，西峡县“一颗果子富了一方百姓”。以前

西峡的农民挑着担子沿着坎坷的道路，走上

大半晌才能到山茱萸收购站，现在家家户户

都有了汽车，平坦的道路修到了家门口，卖药

材方便多了。

“今年西峡山茱萸年产量将达到 400万
公斤，因为市场需求量大，山茱萸价格持续

走高，群众种植和管理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西峡县中医药发展中心主任吴长银表示，多

年来，西峡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订单”的模式，通过向

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管理等指导服务措

施，不断壮大以山茱萸为主的中药材特色产

业发展；通过招商引资，建立中药企业生产

基地，把生产车间前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实现“助农增收、助企成长”。如今，山茱

萸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之

一，不仅成为山乡旅游观光的生态美景，而

且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宝贵财富。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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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红薯收获季节。11月 14日，

在方城县券桥镇广兴农作物种植合作社，

200 多亩蜜薯种植田里，车来人往，一派繁

忙景象。

随着红薯收获机隆隆的轰鸣声，一垄垄

颜色鲜亮的蜜薯破土而出。被当地群众称

为“蜜薯大王”的贾永生正组织数十名村民

忙着分拣、装袋、搬运，确保在下一轮冷空气

到来之前全部收获完毕放入保鲜窖储存。

看着眼前喜获丰收的蜜薯，贾永生掰着

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丰收账 :“今年一共种

植 200亩红薯，按今年行情估算，每亩地产

蜜薯 3000公斤左右，我重点走批发模式，刨

去成本，一亩地纯收入至少 5000元，比种其

他农作物强多了!”
贾永生告诉记者，去年，他看到一位外

地朋友种植蜜薯种出了大名堂，便也引进种

植了 100亩蜜薯，并成立了券桥镇广兴农作

物种植合作社。可等到蜜薯收获季节，由于

缺乏经验，销路遇到了难题。券桥镇人大了

解到他的难处后，积极协调镇电商产业园，

利用当地网红达人团队，通过线上渠道帮助

他销售，100亩蜜薯很快被抢购一空。今年

他又扩大种植规模，一下种了 200多亩。

蜜薯种植让周边的村民看到了“钱”途，

他们纷纷前来取经。贾永生没有藏私，为村

民免费提供种苗和种植技术，小小蜜薯成了

助力村民增收的“香饽饽”。“种蜜薯旱涝保

收，还不用发愁销路，都由老贾帮助俺销售，

明年我还要多种点儿。”正在自家红薯地里忙

碌的村民张永福说，今年他跟着贾永生种了

3亩多蜜薯，收益比往年种花生提高了两倍。

蜜薯的规模化种植还为村民提供了更

多就业机会。在贾永生的种植基地里，50
多个乡亲在这里忙碌着，每人每天可获得

80元至 150元的务工收入。今年 50多岁的

村民王金聚就是其中一位，他高兴地说：“从

种到收，俺都在这里干活，一天 150元。像

我们这么大岁数的，往年出去干活没人用，

现在在家门口都有收入。”

为了做大做强蜜薯产业，今年贾永生又

建起了占地 500多平方米的保鲜窖。他说，

建保鲜窖，既能拉长蜜薯销售时间，带动经济

效益提升，还能解决其他种植户的仓储、销售

问题，解除村民发展种植蜜薯的后顾之忧。

“如今销路打开了，发展更有信心。我

要把它当成一个致富项目，带着大家一起致

富。”贾永生表示，他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带

领乡亲们一起种蜜薯，共同致富。③7

“蜜薯大王”贾永生（左）在田地里忙碌

百名记者百名记者
走基层走基层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 陈琼陈琼 通讯员通讯员 刘剑飞刘剑飞 徐徐
小娟小娟））1111月月 1414日日，，西峡县西峡县 20232023年大鲵增殖放流暨年大鲵增殖放流暨

禁用渔具集中销毁活动在石界河镇通渠村举行禁用渔具集中销毁活动在石界河镇通渠村举行，，

88108810条大鲵幼苗在青山绿水间安了新家条大鲵幼苗在青山绿水间安了新家。。活动活动

中中，，西峡县相关部门还对一批地笼网西峡县相关部门还对一批地笼网、、刺网及真刺网及真

饵复钩等禁用渔具进行了集中处置饵复钩等禁用渔具进行了集中处置。。

近年来近年来，，西西峡县深入践行峡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山银山””理念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绿色发展道

路路，，严格落实长江流域严格落实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十年禁渔””政策政策，，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在二郎坪在二郎坪、、军马河军马河、、

石界河石界河、、桑坪等乡镇划定了桑坪等乡镇划定了 996996..77平平
方公里的大鲵保护区方公里的大鲵保护区，，着力推进水生着力推进水生

生物资源保护生物资源保护，，并取得了显著成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效。。③7

8000 余条大鲵幼苗
放归自然

本报记者 于晓霞 文/图

小小蜜薯小小蜜薯““种种””出甜蜜生活出甜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