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复类别：A类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20221263 号提案的答复 
 

林斌委员： 

《关于支持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的建议》（20221263号）由我

局会同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文旅厅等单位办理。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一、武夷山国家公园相关建设情况 

（一）坚持保护第一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生态保护是武夷山国家公园

的永恒主题”，通过强化森林防灭火、病虫害防治、生物多样性保

护，筑牢国家公园生态安全屏障。一是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园区水、土、气、微、文化遗产监测结果显示，园内文化遗产稳

定，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大气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

一级标准，负氧离子浓度常年处于“非常清新”水平，PM10、PM2.5

含量常年处于一级优水平。二是森林火灾零发生。严格执行 24小

时防火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清理可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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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310余车、消除隐患点 50余处，确保国家公园内未发生森林火

灾，原自然保护区范围实现连续 35年无森林火灾。三是病虫害防

控不松劲。完成松材线虫病春季普查和马尾松毛虫越冬代调查和

复查工作，编制和落实《武夷山国家公园“1+4”重大林业有害生

物防御总体方案》，开展微创注射松树 1272棵，清理松枯死木 2037

棵，绿僵菌防治 1.5 万亩，制止和销毁可疑松木制品入区 3 次，

确保国家公园生态安全。 

（二）加强资金保障 

2021年，我局共安排南平市省级以上林业资金88629.53万元，

比上年增加 10512.16万元，增幅 13.46%，其中：中央资金 52396.84

万元，省级资金 36232.69万元。今年以来，我局已下达南平市省

级以上林业资金 124202.8万元，比去年全年增加 35573.27万元。

我局会同省财政厅积极组织指导南平市申报 2022年中央财政国土

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并推荐南平市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

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作为我省申报项目，获得中央补助资金 2

亿元。武夷山重点生态区域被国家林草局列为全国 9 个重点生态

区域之一，今年争取中央财政安排 1500万元用于松材线虫病除治。

南平市除延平区外的 9 个县（市、区）均已纳入《全国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拟申请 2022

—2025 年中央预算内资金 9.8 亿元（2022 年已申请并下达 2.45

亿元），其中环武夷山国家公园（建阳、光泽、邵武、武夷山）申

请中央投资 3.85亿元。 

“十三五”期间，我局会同省发改委共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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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亿元，支持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地方政府共 10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域项目建设；省生态环境厅累计安排南平市重点流

域生态补偿资金 14.6亿元，主要用于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

指导推动南平市编制《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生态保护专

项规划》，谋划麻阳溪、富屯溪和崇阳溪流域治理、武夷天池生态

保护修复、农地生态功能提升与面源污染防治、“碳中和”数字乡

村示范工程等 4类 14个生态保护项目，总投资约 14.3亿元。2021

年，我局会同省发改委已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1200万元用于支持

武夷山双世遗连接线道路改造提升项目，并推动我省 5 个武夷山

国家公园相关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

目储备库。 

二、代表建议内容办理情况 

（一）关于“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建立多元化保障机制”的

建议 

一是继续严格落实《武夷山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暂行办

法》。按照“保护优先，和谐发展”的原则，持续对九曲溪竹筏游

览、环保观光车、漂流实行特许经营管理，强化特许经营业态检

查，督促落实特许经营者主体责任，保障生态安全和公共权益。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将根据社会需求，会同所在地（县、市、

区）人民政府积极探索，经科学论证、评估后拓展特许经营内容

和项目，报请省政府批准实施。二是继续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

在林农自愿的前提下，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将继续加大重点生

态区位非国有商品林赎买力度，纳入生态公益林管理，推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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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得保护、林农得实惠”双赢目标。同时，加大生态补偿专

项资金转移支付力度，适时提高生态公益林保护补偿、林权所有

者补偿等补偿标准，不断增强社区村民获得感、归属感。下一步，

省生态环境厅将配合省财政厅等部门完善重点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提升补偿资金用于环境治理项目的比例，指导南平市坚持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科学精准治理，从而获得更多的重点流域补

偿金。 

（二）关于“统筹保护和发展，支持开展先行先试”的建议 

一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2020 年以来，我局会同省文旅厅共

同指导推进《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管理规划》编制工

作，目前规划文本经国家林草局、国家文物局审核后再次修改完

善，已报省政府审定，争取年内批准实施。二是开展先行先试。

建设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是南平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总抓手，我局将紧密结合“十四五”林业

发展专项规划，在项目资金、生态保护修复、储备林建设、产业

发展、用林要素保障等方面继续支持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

带建设；省发改委将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工作部署，争取将环武

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大转化；省生态环境厅将继

续指导南平市深入实施《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生态保护

专项规划》，推荐申报中央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三是推

动林业碳汇交易。为激发市场活力，我省将林业碳汇可抵消碳排

放的比例提高至 10%，为国家规定的两倍，并将林业碳汇纳入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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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南平等地率先开发林业碳汇项目，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至 2022年 6月，我省累计完成福建林业碳

汇（FFCER）交易 378 万吨、交易额 5605 万元，成交量和成交额

均居全国前列。省直各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南平市充分发挥重要

生态优势，积极开发符合国家标准、规范要求的碳汇项目，支持

参与全国碳交易。 

（三）关于“有序推进生态移民，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的

建议 

一是有序推进生态移民。试点期间，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制定出台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移民安置办法》，按照“依法依

规、村民自愿、保护第一、和谐发展”的原则，因地制宜开展生

态移民搬迁。共投入 351万元完成大洲村牛水桥村民小组 11户 49

人生态移民搬迁，引导南源岭旧村 70户搬迁户依托风景区和度假

区发展民宿和餐饮业，真正实现“搬得出、留得住、发展好”。目

前，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核心保护区内已无居民居住。

二是支持乡村振兴示范建设。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将优化社区

规划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示范建设的重要内容，指导乡镇编制乡村

规划和制定管理措施，规范建设，强化管控，加大整治。开展乡

村污水处理和环境整治，建立卫生保洁长效机制。省农业农村厅

将武夷山星村镇列入省级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乡镇并给予一次性

1000万元奖补，将星村镇星村村、黄村村和兴田镇南源岭村等 11

个建制村列入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并给予每个村四年平均 800 万

元补助，用于包括生态移民在内的乡村产业发展、农村基础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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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设施补短板。三是支持生态优势产业发展。我局充分发挥

国家公园品牌动能，探索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通

过指导武夷山国家公园打造生态茶产业、生态旅游业、富民竹业，

促进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了“用 10%面积的发展，

换取 90%面积的保护”的管理模式。省农业农村厅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

的重要指示，积极推进岩茶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成功创建武夷岩

茶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19至 2021年共安排武夷山中央财政

资金 8000万元，进一步推动武夷岩茶高质量发展。据测算，区内

桐木、坳头 2个完整行政村人均收入分别比周边村高 0.51万元和

0.7万元。 

今后，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将继续会同地方政府，在村民

自愿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公园内零星分散居住村民的生态移民搬

迁。省农业农村厅将结合产业集群建设，加大对武夷山乡村振兴

和茶产业倾斜支持力度，继续给予产业项目资金支持，加快“三

茶统筹”发展，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积极探索“共同

富裕”新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四）关于“适度发展生态旅游，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展示窗

口”的建议 

省直各有关部门始终支持武夷山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为抓手，着力推进

旅游规划、旅游项目、旅游服务和行业标准全域化大格局，不断

加强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2011 年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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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财政连续 11 年每年安排旅游专项资金 1000 万元用于支持武夷

山新区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和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给予省级文

旅融合专项补助用于发展夜间消费、音乐产业、乡村旅游、红色

旅游、景区提升等项目建设。在景区引导公园居民从事旅游相关

生产经营活动，规范竹筏运营、导伐员服务和讲解行为，推进厕

所革命，较好地遏制“黑导、黑的”、三轮车非法运营、非法从事

导游活动等突出问题，推进武夷山景区旅游服务环境不断优化提

升。 

今后，省直各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南平市统筹保护和发展，大

力推进文旅融合，努力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一

是发展新业态新产品。发挥武夷山国家公园品牌效应，努力推动

文旅、茶旅、体旅、康旅融合，支持建设国家公园科普展示馆、

世遗展示馆、朱子文化园、城村汉城遗址公园等文旅融合项目，

香江名苑、茶言精舍、中华茗苑等茶旅融合项目，综合性体育中

心等文旅融合项目，以及武夷山东方养心谷等康旅项目。二是提

升旅游品牌形象。以全域示范区为切入点，以零碳旅游示范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为抓手，打造武夷山世界级旅游景区；对

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国家标准和文旅部有关工作要求，整合媒体

宣传资源，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持续巩固武夷山 5A级旅游

景区专项整治成果，全面落实“放心游福建”服务承诺的机制。

三是推进研学旅游发展。省文旅厅将与省教育厅共同制定研学旅

行行业标准，指导学校与文旅企业共同深挖八闽文化内涵，推出

朱子文化研学等主题产品和精品线路，鼓励扶持当地政府培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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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研学旅行基地和课外实践基地。四是做好

要素保障服务。我局将继续指导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前介入，引

导项目选址时注重节约集约使用林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生态

林、各类自然保护地等重要敏感区位和高保护等级林地，避免项

目不符合用林条件，对符合使用林地条件的建设项目在用林指标

上予以充分保障并提供高效优质审批服务。省自然资源厅将做好

相关用地服务工作，并根据中办、国办关于生态红线有关管控要

求，指导地方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时，结合武夷山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合理预留必要的旅游用地空间，保障旅游设施项目合理用

地需求。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王智桢 

联 系 人：邱诗颖 

联系电话：0591-88017158 

 

 

 

福建省林业局 

2022年 7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