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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春之月,芳草吐绿,第 46 个“3·12”植树

节如约而至。

植树造林，绿化家园，是造福千秋万代的

大事，是每一位适龄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是

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也

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

福建始终高度重视国土绿化，广泛持久开

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全面推行林长制，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把造林绿

化作为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

要举措，持之以恒推进。

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推动下，我省城乡

绿化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森林覆盖率

连续多年居于全国首位，植被生态质量指数和

生态文明指数均居全国第一。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省认真贯彻新发展

理念，以方便社会公众参与义务植树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不断丰富、拓展、创新植树造林的有

效实现形式，全面推开“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随着“福建全民义务植树网”常态化义务

植树网络平台和微信公众号的开通和设立，植

树搭上“互联网+”快车，公众可通过手机“一

键”履行植树义务。如今，义务植树的尽责形式

扩展到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等八大

类 50 多种，城乡居民种花种草、见缝插绿的积

极性日益高涨，“云端植树”“码上尽责”成为风

尚，认种认养、捐资助绿逐步兴起，志愿服务、

网络参与渐趋流行，植绿、护绿、爱绿、兴绿共

建绿色家园已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

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荒山、田野、路旁、堤

畔，栽下一棵棵小树苗，放飞一个个绿色的希

望；越来越多的绿地在人们的呵护下绽青吐

翠，生机盎然。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付出努力，

一个山更绿，水更清，天空更洁净的和谐的绿

色家园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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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云上””植树植树，，““码上码上””尽责尽责

近日，福清人郑为霖登录“福建全民义务植
树网”，在“捐资尽责”栏目下，为“呵护千年古
树 守护绿色乡愁——最美古树群养护”捐资
45元，获得了一份电子版义务植树尽责证书。

郑为霖从小便热衷于参加学校组织的义务
植树活动。这几年，他远赴香港城市大学从事科
研工作。“远在他乡，依然想为家乡播绿。”他说，

“福建全民义务植树网”让“一键植树”成为可
能。通过线上捐资，郑为霖如愿完成了又一年的
义务植树任务。

今年，他参与的捐资项目，计划筹集资金
45 万元，用于上杭县古田镇南方红豆杉古树群
养护复壮。这片古树群中耸立着近千株南方红
豆杉，有“百亩千株甲东南”之美誉。去年，该古
树群入选全国“双百”古树名单。

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每年植
树节期间，我省各级党政军领导身体力行，带头
履行植树义务；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开展各具
特色、形式多样的义务植树活动；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营建“巾帼林”“劳模林”“青年林”等各种
纪念林。

作为全国最“绿”省份，福建国土绿化空间
已接近“天花板”，可供植树的地块越来越少，义
务植树面临着“要种树地难找”的现实难题。同
时，义务植树也对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福建不断丰富、拓展、
创新义务植树尽责方式，全面推广“互联网+全
民义务植树”，上线“福建全民义务植树网”和手
机端应用平台，让公众足不出户，就能“云上”植
树，“码上”尽责。

去年，福建进一步优化“福建全民义务植
树网”手机端功能，完成适老化改造，上线 260
个劳动尽责活动，推出“根系故里 情满客家
我为汀江母亲河种棵树”“守瓷城古树 留戴云
乡愁——德化县赤水镇古树名木认养项目”等
3个捐资项目，在线募集资金 68.04万元。

截至目前，“福建全民义务植树网”已累计
上线 685 个劳动尽责活动、10 个网络捐资项目，

16.97 万人次线上募集资金 756.31 万元，网络实
名发放义务植树尽责证书和国土绿化荣誉证书
15.7万张。

与此同时，福建着力打造一批集宜劳、宜
教、宜游于一体的“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
地。随着新一批 11个省级“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名单公布,全省已建成国家级“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基地 1个，省级 34个。

更绿更绿，，更优更优，，更美更美

阳春三月，走进省级保障性苗圃——连城
亿森苗圃有限公司，220 万株大田苗、170 万株

容器苗准备就绪。工人正忙着起苗、分级、包
装，将苗木运往全县造林山场。今年，连城县将
完成春季造林 1.6 万亩。春节前，全县已完成林
地清理、整地挖穴。正月初六，37 支造林工程
队，1000 多名工人便分赴各个山头，不负春光
植新绿。

眼下，正值春季造林黄金期，全省各地正抢
抓林时，造林添绿。福建森林覆盖率 65.12%，连
续多年保持全国首位，树还要怎么种？

应绿尽绿，绿上加绿。
去年，全省完成植树造林 104.4 万亩、森林

抚育 342 万亩、封山育林 109.6 万亩，分别占年
度任务的 122.8%、114%、109.6%，培育造林绿化
苗木 2.2 亿株。2024 年，全省将开展植树造林 85
万亩、森林抚育 300万亩、封山育林 100万亩。

既要注重数量，更要讲求质量。
“我们在推进应绿尽绿基础上，进一步把工

作重心转到提升森林质量上来。”省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福建坚持精准精细提质
量，科学开展国土绿化，协同推进林分质量优化
和森林景观美化。

早在 2021 年，省绿化委便出台关于科学
造林绿化的实施意见，提出“调结构、提质量、
增资源、强效益”的原则。去年，省绿化委又印
发福建首份省级国土绿化综合性规划——《福
建省国土绿化规划（2022—2030 年）》，为各地
各有关部门科学推进国土绿化提供了时间表、
路线图。

更优。近年来，福建按照“树种珍贵化和乡
土化，材种大径级化和高价值化，结构复层异龄
化和生态化”的要求，持续开展森林精准提升工
程，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工作。2023 年，全
省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344.91 万亩、占年度
任务的 118%。

更美。福建以城市周边、江河两岸、交通干
道两侧、景区景点、村庄四旁等区域为主攻方
向，开展重点区域林相改善，大力营造乡土树
种、珍贵树种、彩色树种，让广大城乡绿起来的
同时美起来。去年，全省完成重点区域林相改善
6.98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116.38%。

森林资源量质齐升，进一步增强林业碳汇
能力。全省累计完成福建林业碳汇 FFCER交易
与再交易 408 万吨、6353 万元，均居全国前列。

全国首创的林业碳汇损失计量及赔偿机制典型
做法被写入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森林进城下乡森林进城下乡，，绿化合力共为绿化合力共为

永泰县梧桐镇邱演村，因为一座古树微公
园，成为热门打卡点。

大樟溪畔，一株 400 多年树龄的小叶榕，宛
如撑天巨伞，庇护着村庄古厝。地下的景象同样
壮观，经年累月，古榕的根茎一路延伸，横跨大
樟溪，抵达对岸。以古榕为中心，周边错落有致
地分布着 40多棵百年油杉，平均树龄 450岁。

近年来，邱演村在创建省级森林村庄的过
程中，加大古树群保护力度，在古树周围设置围
栏、整理村道、清除周边杂草，建设以古树群落
为主题的生态公园，组织专人开展日常巡护与
专业养护。如今，这些“村庄的守护者”欣欣向
荣，还为村民提供了休闲好去处，成为撬动乡村
振兴的“绿色力量”。

走进乡村，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走进城
市，同样可以畅享“森”呼吸。

去年 9 月完成提升改造的厦门市海沧区正
元新都汇南侧口袋公园，一改旧貌。这里绿树成
荫，四时有花，处处皆景。中东海枣、大王椰子、
紫花风铃木、凤凰木、鸡蛋花等疏密有致的景观
植物，为公园点缀出了层次丰富、颜色艳丽的海
城风韵。置身其中，观树赏花，休闲娱乐，城市生
活也能充满自然野趣。

近年来，福建一体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大力
推动森林进城下乡，让城乡居民充分收获国土
绿化成果，尽享生态福利，共享绿色福祉。

早在 2019 年，福建便已实现九市一区全部
获评国家森林城市和县（市）全部获评省级森林
城市“两个全覆盖”。近年来，九市一区进一步巩
固和提升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成果。有关县（市）
加快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宁德市、福州
市还积极探索建设森林城市群。去年，全省新建
和改造提升福道 1026 公里、公园绿地面积 968
公顷，建设郊野公园 24 平方公里，打造城市精
品公园 25个，建设“口袋公园”310个。

与此同时，福建着眼提升乡村森林生态景
观，开展“秀林环村”试点建设，着力推进村庄绿

化美化。去年，全省新建成省级森林乡镇 31 个、
省级森林村庄 100个。

国土绿化，要城乡统筹，也需要部门协同，
发挥部门绿化作用。

发改、财政、林业部门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和
资金支持，保障造林绿化、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森林资源保护等国土绿化项目投入；教育部门
扎实推进绿色学校建设，2023 年全省 76.78%的
学校达到绿色学校创建要求；交通运输部门科
学有序推进公路沿线绿化美化花化亮化再提
升，打造一批品牌示范路段、示范窗口；农业农
村部门大力组织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水利部门去年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83.41 万亩，实施为民办实事安全生态水系建设
治理河长 305.7公里……近年来，省绿化委组织
协调有关部门分工协作，积极作为，构建起了绿
色合力。 （省林业局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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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掩映的福州江心公园一角绿树掩映的福州江心公园一角。。黄海黄海 摄摄

绿树环抱的宁德市蕉城区羊头村绿树环抱的宁德市蕉城区羊头村 黄海黄海 摄摄

春暖花开的季节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迎来了第我们迎来了第 4646 个个

““33··1212””植树节植树节。。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 4040多年间多年间，，福建福建

绿色风潮持续涌动绿色风潮持续涌动。。全省累计参加义务植树全省累计参加义务植树

66..8383 亿人次亿人次，，植树植树 2626..99 亿株亿株（（含折算株数含折算株数）。）。在在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带动下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带动下，，福建国土绿化福建国土绿化

成效卓越成效卓越，，城乡绿化面貌焕然一新城乡绿化面貌焕然一新。。全省森林全省森林

覆盖率达覆盖率达 6565..1212%%，，持续领跑全国持续领跑全国；；植被生态植被生态

质量指数和生态文明指数均居全国第一质量指数和生态文明指数均居全国第一。。

绿色绿色,,已成为福建最鲜明的底色已成为福建最鲜明的底色,,最突出最突出

的亮色的亮色。。

山要怎么分？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

通过深化改革，让林农、集体、企业、社会
多方得益，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凝聚深化林
改的合力。一是加快“三权分置”工作。在明晰
产权、承包到户，实现林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两
权分离”基础上，积极推进林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工作，放活林地经营权。
邵武市探索发放林下经营权证；漳平市向台商
发放林下经营权证书。二是规范林权类不动产
登记。自然资源和林业部门强化业务协同，推
进林权登记数据整合和信息共享，持续规范林
权类不动产登记。三明市通过购买政府服务等
方式，免费为群众提供林权地籍调查服务。三
是加快林权流转。积极推广林权流转格式合
同，搭建覆盖全省的林权交易平台，促进林权
规范有序流转。2021 年以来，全省共流转林权
556.85万亩。

树要怎么砍？
从“砍树卖钱”到“多种收益”

从确保林农经营自主权、处置权、收益权

入手，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提高经营收益。一
是探索人工商品林采伐改革。组织开展人工商
品林采伐改革试点，有效落实林木处置权和收
益权。如，三明市探索实施采伐蓄积量、年龄、
坡度、指标“四个放宽”；沙县区探索开展按面
积审批人工商品林采伐试点；龙岩市在下调两
个龄级的基础上，2023 年经批复同意又探索开
展人工商品林林权所有者自主确定采伐类型
和主伐年龄、主伐限额五年总控改革试点。二
是调整优化生态公益林布局。将部分符合生态
公益林区划界定条件的天然商品林、重点生态
区位商品林逐步置换或调整为生态公益林。三
是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组织开展千万亩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行动，推进重点区域林相改善，加
快形成复层异龄混交林。2021 年以来，全省完
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950.4万亩，重点区域林相
改善 19.75万亩。

钱从哪里来？
从“守着金山银山”到“盘活万重山”

积极开展林业投融资改革 ，让青山变金
山、绿树变活钱、资源变资产。一是强化金融创
新。省林业局联合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等七
部门印发《关于持续优化林业金融服务的指导

意见》，积极开发符合林业生产特点的长期限、
低利率、手续简便的林业金融产品。2021 年以
来 ，全 省 发 放“ 闽 林 通 ”系 列 普 惠 林 业 贷 款
54.99 亿元，新增受益农户 3.04 万户，累计发放
贷款 149.19 亿元，受益农户 11.27 万户。二是强
化引资入林。加强与央企、国企等战略合作，积
极利用政策性银行贷款推进国家战略储备林
等项目建设。2021 年以来，全省利用国开行等
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 25.17 亿元，累计 72.74 亿
元。三是强化风险防范。发挥全省 50 多家林权
收储机构作用，为林权抵押贷款提供收储担保
超 过 20 亿 元 ，进 一 步 完 善 资 产 评 估 、森 林 保
险 、林 权 监 管 、快 速 处 置 、收 储 兜 底“ 五 位 一
体”风险防控体系。森林综合保险引入市场竞
争机制，在保费不变的情况下有效提高保额，
并通过财政补贴有效减轻林农保费负担。2018
年 以 来 ，全 省 已 决 赔 款 6.32 亿 元 ，赔 付 率
65.79%。同时，各地积极创新古树名木、野生动
物损害、林下经济、林业碳汇指数等林业特色
险种。

单家独户怎么办？
从“分山到户”到“多式联营”

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持林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通过积极
培育多元经营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
作、加强统一服务等，有效解决林农单家独户
难以面对大市场问题。一是积极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省财政每年安排 2000 万元扶持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2021 年以来，新增新型
林业经营主体 877 家。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合
作。实施“百场带千村”行动，加强国有林场与
村集体、林农合作，积极拓展托管经营、股份合
作等经营模式。如，顺昌县依托国有林场创新
推进“森林生态银行”四个一股份合作模式，合
作经营山林面积达 12.4万亩。同时，推动各地开

展林票、地票改革试点。目前，三明市已制发林
票总额 7.28 亿元、合作面积 28.84 万亩，并推出
林业生物资产交易的“林票 2.0”。漳州推行林
票、地票“两票”改革试点，实施试点面积 2966
亩、推行“两票”803 万股。三是加强林农的统一
服务。深入开展“林农点单、专家送餐”科技服
务活动，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林业技术培
训。2023 年，全省林业系统开展科技服务 1089
批次，为 2 万余林农提供精准服务。同时，积极
发展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伐区调查设计、木竹
检验、林业物证鉴定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截至
目前，全省培育各类林业社会化中介机构 269
家，发展造林、防火、采伐、森林病虫害防治等
专业服务队伍 967支。

两山如何转化？
从“单一林业”到“多功能林业”

从木材生产为主向体现“四库”作用，发挥
森林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多功能林业转变，
在拓展和厚植生态优势的同时，通过探索生态
价值实现机制，促进“生态美、百姓富”有机统
一。一是突出产业化利用。坚持以项目建设、市
场拓展、创新驱动为抓手，扶持发展木材加工、
竹产业、花卉苗木、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绿色
富民产业。2023 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 7651
亿元。二是突出生态化补偿。统筹中央和省财
政资金，将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和天
然商品乔木林停伐管护补助提高到每年每亩
23 元，并将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内林权所有
者补助政策（每亩加 3 元）适用范围扩大到省
级以上各类自然保护地。同时，持续推进重点
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2021 年以来，完
成赎买等改革 15 万亩、累计 53.6 万亩。三是突
出市场化交易。组织开展 20 个省级林业碳中
和试点，建成碳中和林 102 万亩。南平、三明、
龙岩 3 个市成功入选国家碳汇试点市。2021 年

以来，全省完成福建林业碳汇交易和再交易
153.89 万 吨 、2560.63 万 元 ，累 计 410.57 万 吨 、
6422.5 万元。省林业局联合省法院、省检察院
在全国率先建立林业碳汇损失量计量及赔偿
机 制 ，目 前 司 法 损 失 赔 偿 使 用 林 业 碳 汇
5139 吨。

下 一步 ，福建将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先行区建设为契机，按照省委“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要求，突出问题导
向，坚持先行先试，组织开展以多方得益、多
式联营、多重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三多”改革
试点，在放活经营权、优化林权管理、推进规模
化经营、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创新采伐制度、
发展绿色产业、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拓展林业
碳汇、推进金融创新、提升管理服务等十个方
面继续先行先试，继续为全国深化林改提供更
多“福建经验”。 （省林业局 文/图）

近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
实施方案》。

作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排头兵”，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接续作答“山要怎么分”“树要
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四个难题，以及“两山如何转化”新问题，持续为全国深
化林改探路子、出经验、作示范。

福建省将乐县龙栖山森林康养小镇福建省将乐县龙栖山森林康养小镇

泰宁县境元森林康养基地泰宁县境元森林康养基地

沙县区俞邦村沙县区俞邦村

沙县官庄国有林场杉木大径材沙县官庄国有林场杉木大径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