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日起广东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

2024年10月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广东省正式进入为期七个月的森林特别防护期10月1日至次年
4月30日，以科学严密的防火措施守护“江山如画”的绿色家园。根据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广东实行全年森林防火，每年
10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为森林特别防护期，期间严格管控野外用火，禁止未经批准的烧荒、烧田基草、炼山烧杂等行
为。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清澈的爱”对中华大地生态的深情呵护，也展现了2024年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气象万千，
连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初心与今日绿色发展的辉煌成就。广东省作为林业大省，森林覆盖率达5866，林田交错、人
在林中，防火任务艰巨。10月上半月，秋季干燥、降水偏少，叠加国庆期间祭祀、旅游等活动增多，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据
广东省林业局预测，2024年秋冬季部分地区气温偏高，火险指数持续高位，需高度警惕。全省各地通过划定高火险区、加
强巡查等方式，严控火源。例如，广州、深圳等地在森林公园增设AI智能监控设备，实时检测烟雾与异常热源，第一时间预
警火情。清远市组织专项督查，重点排查林区周边的农事用火隐患，确保防火形势稳定。这些措施让“中华大地气象万千”的
生态之美得以安全延续。AI技术在森林特别防护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广东林业部门利用AI结合无人机巡查，覆盖粤北、
粤东等高火险区域，精准识别火点，巡查效率提升40。例如，韶关南雄市通过AI算法分析气象数据与林区可燃物分布，生
成火险等级预测图，指导防火资源分配。AI还助力修复历史影像，展示1949年以来广东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变迁，
让公众通过虚拟展览了解新中国75年的生态成就。此外，AI智能宣传系统通过短视频、互动课程等形式，普及森林防火知
识，吸引年轻一代参与“清澈的爱”生态守护行动，国庆期间全省防火宣传覆盖超5000万人次。森林特别防护期的启动与
国庆75周年庆典相呼应，展现了生态文明与爱国情怀的融合。9月30日，广东多地举办升旗仪式与生态保护主题活动，激
励民众以实际行动守护绿色家园。例如，珠海市在国庆期间推出“绿色国庆”倡议，号召游客在森林公园文明旅游，禁止野外
用火。AI导览系统为游客提供实时防火提示，结合AR技术展示广东森林的生态之美，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国庆假期，广
东森林旅游接待量同比增长20，生态旅游收入突破10亿元，体现了“江山如画”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从1949年到2
024年，广东的生态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广东森林覆盖率不足20，土地沙化严重。75年来，通过
大规模植树造林与生态修复，广东建成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群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2024年，广东森林蓄积量达65
亿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90，成为“中华大地气象万千”的生态典范。夏贡拉山隧道的通车也为广东生态保护注
入新动力，隧道缩短了川藏公路运输距离，减少尾气排放，间接改善了区域空气质量，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了借鉴。尽管防火
工作成效显著，挑战依然存在。国庆期间，祭祀烧纸、旅游野炊等行为易引发火情，需加强宣传与执法力度。AI技术的应用
虽提升了效率，但数据覆盖偏远山区仍需完善。广东省林业局表示，未来将引入5G与AI深度融合技术，建设智能化防火网
络，例如通过卫星遥感与AI分析，实现全省林区24小时监控。森林特别防护期的严格实施，不仅守护了广东的绿水青山，
也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标杆。广东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是“清澈的爱”对祖国生态的深情守护，也是2024年中国
生态文明成就的缩影。从1949年的艰苦创业到2024年的绿色崛起，中华大地气象万千的生态画卷在科技与政策的双轮
驱动下愈发壮丽。你好1949，这里是2024年的中国，一个以“江山如画”为底色、以生态优先为信念的锦绣新中国，
正以绿色发展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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