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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盐田保护管理办法》已经 2023年 12月 26日省人民政府第 22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4年 2月 1日起施行。

省长 赵龙
2024年1月3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令
第 236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盐田资源的保
护和管理，促进盐业发展，保障食盐供
应质量和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
盐田的保护管理等相关活动，适用本办
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所称盐田，是指依法用于盐
业生产的土地和海域，包括盐田用地和
盐田用海。盐田用地包括晒盐场所、盐
池以及附属设施用地。盐田用海包括盐
田取排水口、蓄水池等所使用的海域以
及无居民海岛。

第三条 盐田保护管理工作应当
遵循科学规划、总量管控、属地管理、保
障供给、合理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盐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盐田保护管理工作
的领导，将其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盐田保护管理
的投入。

盐田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每
年向省人民政府报告盐田保护管理工
作情况。

第五条 盐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由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以及其
他有关部门组成的盐田保护管理协调
机制，协调解决盐田保护管理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

盐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统筹兼顾，推动盐业产
销一体化，做优做强盐业产业。

第六条 盐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牵头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盐田保护管理工作，其他有
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盐田保护管
理相关工作。

盐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按照职责做好盐田保护管
理相关工作。

盐田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应当
协助做好盐田保护管理相关工作。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应当制定盐田防护设施的规范
要求，盐场企业应当按照规范要求设立
防护设施。

盐场企业应当依法防范和制止污
染盐田、侵占盐田、利用盐田进行非盐
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其他损害盐田资
源的行为。

鼓励盐场企业研发、推广制盐新技
术，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盐产品质量和生
产效率。

第八条 盐田实行分区管理。生态
环境和生产条件较好、生产效率较高的
盐田，列为盐田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
其他盐田列为盐田控制区。

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
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统筹考
虑食盐供需以及盐田生态环境、生产条
件、生产效率等情况，勘界、划定、调整
盐田保护区和盐田控制区，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
第九条 盐田应当依法使用。因公

共利益、国家安全需要占用盐田保护区
内盐田的，或者确需废弃转产（以下简
称废转）盐田控制区内盐田的，应当符
合国土空间规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组织有关部门、盐田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开展可行性研究后，拟定实施方案报
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工业和信息
化、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进行实地核查、评
估论证后，作出是否同意占用或者废转
盐田的决定。

对占用或者废转的盐田，应当依照
土地、海域使用管理等法律、法规办理
相关审批手续，并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条 未经批准，盐田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不得占用或者废转盐田。

第十一条 经依法批准占用盐田
保护区内盐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按照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的原则，补
充同等面积、符合盐田保护区功能的盐
田；没有条件做到占补平衡的，应当按
照规定标准的 2倍缴纳盐田占用金。

经依法批准废转盐田控制区内盐
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
标准缴纳盐田占用金。

经依法批准实施盐田占用或者废
转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要求
补足相等面积的盐田或者足额缴纳盐
田占用金后，方可使用。

第十二条 收缴的盐田占用金用
于盐田保护、盐田改造、原盐生产新技
术应用、新盐业资源开发、食盐生产基
地建设、省级食盐储备库建设和运营、
设立盐业发展基金等。

盐田占用金标准、缴纳和使用管理

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妨碍盐田的引潮、纳潮、排淡。盐场企
业不得擅自改变盐田用途进行养殖等
作业。

第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盗窃、哄抢、抢夺盐场企业的生产设备、
工具、产品；不得损毁、侵占盐场企业的
生产以及配套设施；不得违法在盐田兴
建影响盐业生产的建筑物、构筑物；不
得向盐田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
物；不得向盐田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其他
污染盐田的废水、污水。

第十五条 盐田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召集工业和信息化、公
安、自然资源以及其他有关部门，通过
组织现场巡查或者利用信息技术，对侵
害盐田资源和盐场企业合法权益的行
为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
对侵害盐田资源和盐场企业合法权益
的行为进行举报。接到举报的负有盐田
保护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
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
经查证属实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奖励。

第十七条 盐田所在地设区的市、
县（市、区）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在盐田保护管理工作中未依法履
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到位，情节严重

的，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
和直接责任人进行约谈。

盐田所在地设区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盐田保护管理工
作中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
到位，情节严重的，上级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或者其他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对其
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约谈。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可以处 6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 3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及其工作人员在盐田保护管理工
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
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1993 年 8 月 19 日福建省
人民政府令第 7 号公布、1998 年 5 月 30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47 号第一次修
订、2010 年 11 月 26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
令第 110号第二次修订、2020年 8月 7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214号第三次修订
的《福建省盐业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福建省盐田保护管理办法

本报讯（记者 李珂 文/图） 20日，由福建省妇女联合会
主办、福建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承办的 2024 年寒假儿童
关爱服务暨“学科学·筑未来”家庭亲子科普教育实践活动在
福州举办。

活动现场，专家以“科学精神与创新思维”为主题，为孩子
们作了一场精彩的科普讲座。4名少年儿童分别介绍了“基于人
脸识别技术的儿童安全防范系统”“大型车辆视野共享系统”

“基于‘云端’的患者运动管理小助手”等科创获奖作品。科幻画
获奖作品展、人工智能、3D打印展示、激光打印展示、编程趣味
小车对抗赛竞技、AI视觉智能技术展示、AI象棋机器人互动展
示（题图）、漆艺作品展示、健康知识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科
普展览、科技实验等，吸引了众多少年儿童和家长互动参与。

据介绍，全省各级妇联将结合寒假儿童关爱服务，以“学科
学·筑未来”为主题，联动各地老科协及相关社会组织，通过组
织“少年儿童与科学家面对面、少年儿童与科学家手牵手、少年
儿童与科学家心连心、争做小小科学家”等一系列有趣的科普
展览、科学讲座、科技实验等活动，在丰富少年儿童寒假生活的
同时，激发少年儿童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提升科学素质。

“学科学·筑未来”家庭亲子
科教实践活动在榕启动

19 日晚，福建农林大学 2024 年新春音乐会在学校大礼堂
举办。音画诗朗诵、南音、太极拳等节目轮番上演，广大师生
在热闹的氛围中传递新春祝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蒋丰蔓 通讯员 曹佳奕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通讯员 吴晓凤 文/图） 18日，
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我省
共有 2 件作品获奖、10 件入围。活动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福建省文联、厦门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本届山花奖共有 160 个作品入围，20 个获奖。其中，优
秀民间艺术表演作品 5 项，优秀民间文学作品 3 项，优秀民
间工艺美术作品 8 项，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 4 项。我省广
场歌舞《展宏魁》获评“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
民间艺术表演作品”，石雕《古厝新韵》获评“第十六届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民间文艺奖项。
自 1999 年开始评选，至 2023 年已举办 16 届，先后推出了
一大批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为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抢救和保护、推动民间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揭晓

我省我省22件作品获奖件作品获奖、、1010件入围件入围

◀福建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的广场
歌舞《展宏魁》

▲石雕《古厝新韵》

漫山翠竹层层叠叠，满眼的绿色肆
意蔓延。在南靖县龙山镇的竹林深处，舌
尖上的美味正陆续“踊跃”地破土而出。

长衣长裤、蚊香和小风扇，是挖掘美
味的人们必备的“武装”。长到成年人胸
口高的麻竹竹笋，看上去并不太好“对
付”。每逢采收旺季，金杉村村民吴炳章
早早就到竹林忙活。

他种植了 2500 多丛麻竹，这个季节，
如果三四个人合力劳作一天，可以采收
5000 斤左右麻笋。“6 月到 10 月是麻笋采
收期，一年下来可以收 20多万斤麻笋，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吴炳章笑着递过来一
节绿莹莹的笋头，“看，多嫩。”

素有“竹洋”之称的南靖，全县竹林面
积 53.34 万亩，其中麻竹 27.57 万亩、毛竹
24.08万亩、其他杂竹 1.69万亩，是福建省
最大麻笋出口基地之一，被评为“国家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麻竹笋）质量安全示范
区”“福建省笋竹精深加工示范县”。近年
来，南靖县推进笋、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超
越，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点竹成
金”发展之路，年创产值近30亿元。

竹林中，新鲜的麻笋源源不断；工厂
里，生产线设备早已开足马力。位于龙山
镇的漳州明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竹笋加工流水线运转不停，肥厚的麻
笋经过切割、清洗、杀菌、筛选、包装等工
序，变身市场上的热销品。该企业主要生
产清水笋、调味笋、软包装笋罐头等，产
品主要出口日本，年产罐头食品及软包
装食品 2 万吨，年产值 2 亿元以上，去年 1
月，被国家林草局认定为第五批国家林
业重点龙头企业。“麻笋收购价每斤在
1.3 元到 2.4 元之间，现阶段每天收购鲜
笋 400 吨左右，用来保证全年的生产需
求。”明成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茂清
说道。像明成食品这样上规模的麻笋加
工企业，在龙山镇还有 12 家。作为“麻竹
之乡”，全镇麻竹种植面积 10.8 万亩，笋
制品产业链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每年有
7 万多吨的麻笋制品漂洋过海。缱绻竹影
带来的不仅是一抹绿色的诗意，更是铺
就了一条绿色产业的振兴之路。

以笋为食、以竹造物，纤纤细竹正孕
育蓬勃生机。

南靖因地制宜引导笋竹加工企业落
户竹子主产区，既保证原料品质和供应
稳定，又拓宽了当地竹产业销售市场。目
前，南靖县拥有竹加工企业 100 余家，其
中省级龙头企业 5 家，已形成以和泰、金
竹、鹏烁为龙头的竹加工产业格局。

在位于靖城镇的金竹竹业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碾压、炭化、干
燥、压制……经过一系列深加工，一根根
毛竹变身新型高性能竹基纤维重组复合
材料。

金竹竹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福建省林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主
要研发、生产、销售重组竹系列产品，年
创产值近亿元。“产品销往 60多个国家及
地区，广泛应用在园林景观用材、室内外
装饰材料、高档家具等领域，远到以色列
耶路撒冷体育场，近到漳州龙江岁月的
休闲广场，都能见到我们的竹制品。”金
竹竹业市场部负责人介绍，企业未来将
推动产学研深入融合，不断激活创新活
力，“像竹子一样，顺势而上，节节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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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张旭 李小琴李小琴

竹林深处收获的一根根麻笋 张旭 摄

在漳州明成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对收
购来的鲜笋进行初步加工处理。 张旭 摄

漫山竹林漫山竹林，，郁郁葱葱郁郁葱葱。。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讯（林清智 翁筱冰） 19 日，“学习领悟习近平文化
思想 助力打响仙游文化品牌”研讨会在省委统战部挂钩帮扶
的仙游县举办。

会上，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卢美松、中国国学研究与交
流中心特约研究员白撞雨等知名文化学者，新华社、中新社、
人民网、福建日报等媒体记者，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
和仙游县有关负责同志等 40 多人，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就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
动仙游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研讨、对
接资源。

大家认为，仙游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具有钟灵毓
秀的文化地理、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灿若星河的文化人物、
华光叠彩的文化艺术、慎终追远的文化习俗，梳理提炼“仙游
文脉”对坚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具有典型意义和
现实意义。大家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做好仙游文化的
传承、研究、推广、转化，找准大众关注的兴趣点，融合学术、文
艺、媒体等各界力量，打造广受欢迎的文化品牌，以文化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为同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助力打响仙游文化品牌
研讨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