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复类别：A类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20241151 号提案的答复 
 

陈明青委员： 

《关于加快打造闽江流域绿色经济发展带促进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的提案》（20241151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局高度重视闽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强流域内森林、湿

地生态系统保护，构筑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大生态补偿资金

投入，创新森林生态产品开发模式，拓宽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

转化渠道，推动闽江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 

（一）科学推进造林绿化。近年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持续推进林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省绿化委《关于科

学造林绿化的实施意见》等，大力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组织开展重点区域林相改善行动，坚持把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的植树造林任务融入到全省造林绿化总任务中来，统一谋划、

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大力营造多树种、多色彩、多功能、多效益

的林木，着力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2021

—2023年，组织闽江流域 37个县（市、区）完成植树造林 163万

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519.0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造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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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是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2022年，

我局印发实施《福建省自然保护地总体布局和发展规划（2022—

2035 年）》，提出构建“闽江源自然保护地群”和“闽江口自然保

护地群”。在“闽江源自然保护地群”中布局了福建闽江源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 20多处自然保护地，在“闽江口自然保护地

群”中布局了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 10

多处自然保护地。目前，在闽江流域建立国家公园 1 个、省级以

上自然保护区 22个，加强典型生态系统、森林植被、珍贵濒危野

生动植物及其重要栖息地等关键区域的保护，确保生物安全和生

态安全。二是加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福建

省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1—2035年）》，

我局会同省发改委积极指导地市谋划申报自然保护区项目，共争

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6377万元支持闽江河口湿地保护修复、茫荡山

自然保护区监测设施、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等

项目，有效提升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平。 

（三）加强湿地公园建设。近年来，我局高度重视闽江流域

湿地公园建设和湿地保护修复，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地方建设湿

地公园。目前，在闽江流域建设了长乐闽江河口、建宁闽江源、

永安龙头和政和念山等 4 处国家湿地公园，正在推进明溪鸣溪省

级湿地公园建设，5 个湿地公园面积达 5092.49 公顷。2023 年 2

月，长乐闽江河口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二、加大生态补偿资金投入 

我省于 2001年开始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二十多年来

不断探索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先后 9次提高补偿标准，

由 2001年的省级 1.35元/亩、国家级 5元/亩提高到目前的竹林、

经济林补偿 22 元/亩，乔木林及其他地类补偿 23 元/亩，省级以

上自然保护区每亩再补 3 元（2023 年扩大到省级以上各类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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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地）。2018年 11月 1日，《福建省生态公益林条例》施行，对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措渠道、补偿标准增长机制、补偿对象和资金

监管等作了明确规定。2023 年省级以上财政共投入闽江流域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资金 4.59亿元、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 2.95亿元。 

三、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生态公益林管护。一是拓宽补偿渠道。先后出台

下游补上游政策、对自然保护区林权所有者实施额外补偿、探索

“生态公益林受益者合理负担”补偿制度、鼓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拓宽补偿

渠道，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得到持续提高；二是加强管护管理。

充分发挥林长制“指挥棒”作用，将生态公益林、天然林、商品

林管护统一起来，实行网格化管理。同时，引入卫星遥感、无人

机巡航、物联网、定位导航、5G 通信，搭建智慧巡护平台，构建

天空地人一体化管护体系，及时开展变化图斑现地核查，实现精

准巡林、智慧护林。 

（二）推进森林步道建设。为进一步增强林业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我局组织实施森林步道建设工程并印发《福建省林业局

关于“百园千道”生态产品共享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自 2020

年以来，积极筹集财政补助资金，在闽江流域建设约 900 公里的

森林步道，编制完成武夷山国家森林步道以及戴云山省级森林步

道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构建生态产品共享体系，持续为公众提供

更多更好的生态共享产品。 

（三）推动森林生态产品开发模式创新。指导南平市总结推

广“森林生态银行·四个一”林业股份合作模式，借鉴商业银行

的做法，采取“分散式输入、规模化整合、专业化经营、持续性

变现”的模式，搭建森林资源资产运营管理平台，将碎片化的森

林资源进行集约化整合，由专业团队进行运营增值，让林农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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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持续稳定的收益，从而打通资源变资产变资本变资金的通道，

实现森林增绿、林农增收、集体增财的多方共赢，其做法入选中

国改革年度十大案例。截至目前，“森林生态银行”已推广至南平

市的 506个行政村，合作经营山林面积达 16.36万亩。 

（四）服务流域高质量发展。我局支持闽江流域绿色经济发

展带建设，对符合用林条件的建设项目在用林指标上予以充分保

障，依法依规审批，积极指导基层林业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优质

高效的审批服务，支持相关项目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先行先试。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持续推进林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围绕“抓好 375，

再创新业绩”工作思路，扎实抓好林业改革发展，推动闽江流域

绿色经济发展带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优化树种材种结构、

提升森林生态效益和森林景观效果、增强闽江流域森林生态系统

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二是统筹推进闽江流域自然保护地建设，加

强湿地保护修复。三是继续服务闽江流域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

导发展林业股份合作经营模式，组织林农林场林企开展多种形式

的对接活动，引导多元主体合作经营。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王智桢  王宜美 

联 系 人：林志勇（计财处） 

联系电话：0591-88608189 

 
 

福建省林业局 

2024年 6月 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