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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工程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 
 

各设区市林业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局各处室局站： 

    为提高林地生产力和森林蓄积量、优化树种材种结构、提

升森林生态效益和森林景观效果、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

汇能力，我局研究制定了《福建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方案

（2021—2025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各设

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将建设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县（市、区）和项

目实施单位，落实到林间山头地块，抓好项目建设质量管理，各

项目建设任务不得重叠，验收结果要上图入库。各相关处室局站

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闽林文〔2022〕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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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加强调度统计，年中对项目实施

进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年底要全

面总结年度实施情况。 

 

 

 

福建省林业局 

2022年 4月 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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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方案 
（2021—2025 年） 

 

为进一步提升森林质量，构建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的森

林生态系统，增强森林碳汇能力，推动我省林业高质量发展，结

合“十四五”林业发展规划，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目的意义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是基于具体林分特点、预期实现的功能和

目标，实施精准化经营方案和措施，综合提升森林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的过程。我省自然条件优越，森林覆盖率长期保持全国

首位，林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还存在树种结构不够合理、

针叶纯林比重较大、部分林分出现退化、森林生态景观比较单一、

森林生态功能不够强等问题。着力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培育稳定

健康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

力提高森林质量要求的具体举措，是提高林地生产力和森林蓄积

量、提升森林生态效益和碳汇能力、提增森林资源价值和林农收

益的重要手段。一是顺应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所在。随着荒山造林

接近“天花板”，森林面积增长幅度放缓是大势使然，必须主动

转变方向、调整思路，在提升森林资源质量上下功夫，力求以质

取胜。二是落实上级领导的要求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参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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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植树都要求提高森林质量，省领导也多次对提高森林质量、改

善林分结构、增强森林生态功能提出明确要求。三是满足人民群

众的期盼所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对标

群众期盼，着力打造美观的林相、妩媚的青山，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推进林业工作的落点所

在。林业工作必须落到林间山头，找准落脚点和着力点，实施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就是推进林业工作落地落实落细落深的具

体体现。 

二、目标任务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以提高林地生产力和森林蓄积量、优

化树种材种结构、提升森林生态效益和森林景观效果、增强森林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为目标，采取科学、精准、高效的营

造林技术措施，推进全省森林资源增量、结构增优、生态增效、

景观增色、作用增强、林农增收。计划“十四五”期间完成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1500万亩。其中：商品用材林工程 1280万亩，

沿海防护林工程 80万亩，城乡绿化与绿色通道工程 30万亩，竹

业花卉与名特优经济林工程（不含花卉）110万亩。 

（一）森林资源明显增量。至 2025 年，全省森林蓄积量达

到 7.79亿立方米，与 2020年相比增加 0.5亿立方米；乔木林单

位面积蓄积量达到 8.1立方米/亩，与 2020年相比增加 0.3立方

米/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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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分结构明显增优。至 2025 年，全省混交林占比达

到 56%，与 2020 年相比上升 1 个百分点。针叶纯林占比持续下

降，树种结构更加合理，林分结构明显优化，松材线虫病快速扩

散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森林生态系统更加健康稳定。 

（三）森林生态明显增效。至 2025 年，全省森林植被碳储

量达 4.8亿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 1.35万亿元，与 2020

年相比分别增加 0.29亿吨、0.13万亿元；防护林布局更加合理，

树种结构进一步优化，森林防风固沙、护岸消浪、保持水土、涵

养水源等生态功能明显增强。 

（四）森林景观明显增色。至 2025 年，全省新增森林景观

带 25万亩，计 1667公里，新增省级森林城市（县城、城镇）100

个、省级森林村庄 1000 个。森林景观成片、成带、成规模，沿

海、沿江、沿路及城镇、农村周边绿化、彩化、花化、美化，重

要区位森林质量和生态景观得到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更强。 

（五）林场作用明显增强。至 2025 年，省属国有林场森林

面积达到 570万亩，乔木林分单位面积蓄积量达到 10.5立方米/

亩，与 2020 年相比分别增加 10 万亩、0.3 立方米/亩；通过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省属国有林场经济效益提高 10 亿元。国有林

场在森林资源培育、林业生态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森林经

营面积进一步扩大，经营水平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益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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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 

（六）林区群众明显增收。至 2025 年，林区群众务林收入

占比 20%以上。林区群众通过参与工程建设、学习借鉴国有林场

森林经营的做法与经验，集约经营森林的意识明显增强，森林（含

竹林、油茶林）经营水平明显提高。 

至 2035年，全省森林蓄积量达到 8.79亿立方米，森林植被

碳储量达 5.4 亿吨，与 2025 年相比分别增加 1 亿立方米、0.6

亿吨。 

三、建设内容 

（一）商品用材林工程（责任单位：世行办、造林处、资源

管理处、林场中心、防检局、松改办、科技处，市、县（区）林

业主管部门） 

完成商品用材林工程建设 1280 万亩，其中：建设国家储备

林 100万亩，武夷山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320万亩，珍贵

用材树种培育 50 万亩，国土绿化示范项目 90 万亩，抚育间伐

100万亩，松林改造提升 600万亩，桉树林改造 5万亩，森林经

营试点示范项目 15万亩。 

1.国家储备林、武夷山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珍贵用材树

种培育、国土绿化示范项目 

主要采取集约人工林栽培、现有林改培、退化林修复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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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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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异龄化和生态化”的“六化”要求，高标准开展项目建设。 

（1）集约人工林栽培 

①坚持适地适树适种源原则，选择立地条件良好、适宜培育

速生丰产林的采伐迹地等林地，选择高世代良种培育的壮苗造

林。杉木使用 2代以上种子园种子，福建柏使用 1代以上种子园

种子；尚未建立种子园的树种，优先使用母树林、优良种源区和

采种基地种子。提倡使用轻型基质容器苗，阔叶树提倡使用 2年

生以上容器苗造林。 

②坚持“三分造七分管”，造林后连续抚育 3 年。根据培育

目标和树种特性，合理确定造林初植密度，优先选择珍贵树种、

乡土阔叶树种和抗性强的树种，提倡营造混交林。根据种间关系，

选择块状、带状、行间或株间混交方式和合理的混交比例。 

（2）现有林改培 

①选择立地条件好、种苗来源清楚、有培育前途或有保留意

义的林分，根据林木生长状况和培育目标，采取目标树选择、抚

育间伐（择伐）、套种、施肥、修枝、除草割灌等 2种以上组合

技术措施，合理确定保留株数、套种树种和密度。 

②推广“杉木间伐（择伐）后林下套种珍贵或乡土阔叶树”

等经营模式，保护一批高价值人工林，储备一批大径级珍贵用材

林，建立一批近自然经营示范样板基地。 

（3）退化林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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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林分产生退化的原因和恢复潜力，采用更替修复、补

植修复或抚育修复等方式，对重度退化的林分，采取小面积块状

皆伐或带状采伐，并进行更换树种造林；对中度退化林分，采取

强度择（间）伐，在林冠下补植补造乡土树种和人工促进天然更

新，形成混交林；对轻度退化林分，采取疏伐、透光伐、生长伐

等方式，调节林分密度，有条件的进行施肥，促进林木生长。 

②大力推行森林分类经营，商品林借鉴现有林改培技术措

施，以人为干预为主，补植补造速生、丰产树种，提高单位面积

林分生长量；生态林以自然力为主，通过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封

山育林等经营措施，维护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 

2.抚育间伐 

主要采取抚育间伐、施肥、套种混交等技术措施，促进速生

丰产，维护林地长久生产力。 

①选择立地条件好、种源优良、林分密度大、林木开始分化

或已出现生长衰退的中幼林，及时开展透光伐、疏伐、生长伐、

卫生伐、修枝、补植等措施，改善林下光热水肥条件，维护林木

良好的生长势头。 

②对多代连栽的针叶纯林，采取抽针补阔措施，套种落叶树

种或绿肥，同时为林下天然散生阔叶幼树幼苗提供营养空间，维

护和恢复地力，促进林木生长。 

3.松林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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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取皆伐、带状采伐和择（间）伐抚育改造提升等 3种

方式，有效降低马尾松纯林比重，优化树种结构，防范化解松材

线虫病扩散蔓延的风险，维护森林安全。 

①坚持“宜保则保、宜采则采、宜改则改、宜防则防”的综

合治理手段，合理确定改造提升方式，皆伐和带状采伐后，选择

速生、丰产、珍贵、乡土、抗逆性强的树种造林，提倡营造多树

种混交林。 

②马尾松择（间）伐采取“砍两头留中间”（砍掉霸王木、

被压木，保留平均木）的抚育法，非松树种采取“三砍三留”的

下层疏伐法，生态公益林、天然林应保留阔叶树，伐后有林窗的

应进行补植，培育生态功能良好的复层异龄林。 

4.桉树林改造 

主要采取皆伐更换树种和择伐套种培育复层异龄林方式，提

高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同时避免桉树多代连栽导致地力衰退。 

①三级保护公益林允许采取带状、小块状皆伐改造，或择伐、

渐伐等补植改造。皆伐后必须更换树种造林，以乡土阔叶树为主；

带状采伐宽度控制在 30 米以下，选择乡土阔叶树造林；强度择

伐以伐后郁闭度大于 0.3为标准，通过劈杂等措施，促进林下乡

土阔叶树生长。 

②优先将二代以上桉树萌芽林进行改造，伐后对桉树树桩采

取机械损伤的方法抑制其萌发，同时选择乡土速生树种造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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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树种更替。建立桉树长期科研基地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示范

片。 

5.森林经营试点示范项目 

主要实施国家级、省级森林经营试点、采伐改革试点和单位

森林经营模式创新等项目，推动森林经营制度创新。 

①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林分，根据森林的主导功能不同，人

工商品林围绕培育速生、丰产、优质、高效森林，天然商品林围

绕树种结构调整，人工生态林围绕提升生态功能，天然生态公益

林围绕恢复地带性森林群落，开展以放宽采伐限制，致力培育多

功能、高价值森林为核心的森林经营试点活动。 

②开展以放宽采伐年龄、简化审批程序的采伐改革试点，提

高林农培育森林资源的积极性。探索伐区调查从控制林木蓄积量

为主到保护小生境为主的方法转变，大力营造乡土阔叶树种及其

混交林，以更好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 

（二）沿海防护林工程（责任单位：造林处，相关市、县（区）

林业主管部门） 

完成沿海防护林工程建设 80万亩。通过采取林带更新修复、

低效林改造和封山育林等措施，构筑布局合理、结构稳定、功能

完善，乔灌草、带网片相结合的多树种、多层次、多功能、多效

益的沿海绿色屏障。 

①对因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受损的基干林带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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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植和补造；对年龄老化、生长势下降、郁闭度低的稀疏、老化

基干林带逐步实施更新改造。大力推广多个优良无性系木麻黄混

交，增强防护林的抗性和抵御病虫害的能力。 

②采取目标树选择、择（间）伐、套种、施肥、保护天然散

生阔叶树等 2种以上组合经营措施，改造提升沿海防护林。尤其

要重视保留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木麻黄等老林带，通过科学经

营，既提高防护功能，又留住乡愁。 

（三）城乡绿化和绿色通道工程（责任单位：绿化办、造林

处、防灾减灾处，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完成城乡绿化和绿色通道工程建设 30 万亩，其中：建设重

点区位森林景观林 25万亩，改造和新建生物防火林带 5万亩。 

1.森林景观林建设 

①在高速公路（铁路）和国省道、“六江两溪”河道及主要

支流两侧，以及环城市乡镇一重山、省级森林城镇、省级森林村

庄可视范围内，结合迹地更新、松材线虫病防控和低产低效林、

退化防护林改造提升，选择花、叶、果、树形具有地方特色的树

种，打造富有森林美感和特色的森林生态景观。 

②坚持生态化、乡土化，在绿化基础上开展恰当美化，注重

与现有生态景观、周边环境衔接，以乡土阔叶树种为主，常绿与

落叶镶嵌，推广市树市花（县树县花），恢复和保护地带性森林

植被群落，展现森林的自然妩媚与乡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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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①优先在省界、县界、道路两侧、居民区附近、重要设施周

边、输配电线路和火灾易发部位设立防火阻隔带。 

②沿主山脊、次山脊和农田边建设的生物防火林带以木荷为

主，宽度 15m以上；针叶林连片面积在 500亩以上的，应形成生

物防火林带闭合圈。生物防火林带要充分发挥原生常绿阔叶树的

作用，将林地清理干净，挖明穴、回表土、施基肥，选择良种培

育的壮苗造林，造林后连续抚育 3年，促进 3年郁闭成林。 

（四）竹业花卉与名特优经济林工程（不含花卉）（责任单

位：造林处，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完成竹业花卉与名特优经济林工程建设 110万亩。其中：新

建丰产竹林基地 75万亩，建设油茶等木本油料基地 35万亩。 

1.丰产竹林基地 

①优先在竹林资源丰富、竹农经营积极性高、竹产业发展较

好的地方建立丰产竹林基地，选择具有一定规模、竹龄和径级结

构合理的竹林，开展竹林抚育、测土配方施肥，实施竹山机耕道、

竹林喷（滴）灌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竹林生产经营机械化水平，

提高单位面积竹材产量和竹笋产量，增加林农收益。 

②竹林经营过程中要注意保留原生阔叶林，可适当套种珍贵

树种，培育竹树混交林，增强抗雨雪冰冻灾害的能力。笋用林、

笋竹两用林严禁使用国家禁限用的除草剂和农药，培育绿色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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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2.油茶等木本油料基地 

①新造油茶林，应选择本省选育的闽优、闽杂优系列和省外

引进的长林、岑软系列等福建适生油茶良种造林。推广油茶林生

态化经营管理，开设水平梯带，带宽≥1米，带面外高内低。严

禁钩机全垦整地，并尽可能保留山顶、山腰和山脚部位的植被。 

②持续推进现有低产低效油茶林改造提升。对立地条件好，

但林龄较大、品种不良、产量极低，且通过抚育改造措施难以有

效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林分实施更新改造；对立地条件好、品种

优良、具有改造潜力的低产低效林实施抚育改造，全面扩穴松培

土加施肥，合理调整密度，科学修枝整形，提高单位面积油茶产

量。适度引进油料新树种，在区域试验成功基础上加以推广，已

试种成功的新型油料植物可扩大中试面积，加强丰产栽培技术总

结推广，实现预期的经济收益。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将建设任

务列入林长制考核内容。一是统筹分工结合。各地、各单位要树

立“一盘棋”观念，统筹松林改造提升、沿海防护林工程、国家

储备林、森林景观林建设、森林经营试点示范、丰产竹林基地、

防火林带建设等，明确任务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二是存

量增量并进。结合治理树种单一、地力瘠薄、长势不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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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放宽政策、放活空间、放松管制，整合资金和资源，集中力

量改造存量。同时，科学造林绿化，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应造

尽造，稳步扩大增量。三是有序有效推进。选择重点区位，抓住

重点工作，典型带动、示范推广、落地上图、有序推进。（责任

单位：林长处、世行办及各相关业务处室） 

（二）统筹资金投入。拓宽资金筹措渠道，扩大资金来源。

在中央预算内投资、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各地按照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纳入本级预算。大

力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推广“闽林通”系列普惠林业金融

产品，实施森林综合保险，积极争取开发性政策性贷款投入，对

符合条件的林业贷款给予贴息支持。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加大资

金投入规模。（责任单位：计财处牵头，各相关业务处室配合） 

（三）完善政策保障。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程建设

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及主体参与工程建设。制定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激励政策，调动各市（县、区）、国有（集体）林场、林业企

业、林农等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工程建设的积极性。适时修订完善

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林木采伐技术规程、森林抚育技术规

程、现有林改培技术规程、退化林修复技术规程等办法规程，为

低产低效林分、天然林、生态林、重点区位商品林改造提升，现

有林分强度择（间）伐套种珍贵阔叶树种培育复层混交异龄林等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经营措施提供相适应的政策支持。（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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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处、政策法规处、造林处、世行办牵头，各相关业务处

室配合） 

（四）强化科技支撑。结合省级林业长期科研基地建设，加

大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科研，开展种苗繁育、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

害防控等科技攻关，加大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中机械化技术与

装备的研发推广力度，提升科学经营水平，提高试点示范成效。

加强珍贵树种和乡土阔叶树种良种选育及种苗基地建设，提高珍

贵树种和乡土阔叶树种苗木供给数量和比例，为全省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工程提供优质、充足的种苗保障。充分发挥国有林场在良

种选育、科学造林、资源培育及先进技术应用推广等森林经营方

面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推广成熟的经营模式和技术措施。森林

资源监测部门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工程实施成效的监测和评估。（责任单位：科技处、种苗站、

资源站、林场中心牵头，各相关业务处室配合） 

 

附件：1.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建设任务按设区市分解 

表（2021—2025年） 

2.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建设任务分年度安排表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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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建设任务按设区市分解表（2021—2025年） 

                                  单位：万亩                                                                                                                                                                                                                        

单位 合计 

建设内容与任务 

商品用材林工程 
沿海防

护林工

程 

城乡绿化和绿色通

道工程 

竹业花卉与名特优

经济林工程 

国家储备

林项目 

武夷山森林

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 

珍贵用

材树种

培育 

国土绿

化示范

项目 

抚育

间伐 

松林改

造提升 

桉树林

改造 

森林经营

试点示范

项目 

森林景

观林建

设 

生物防

火林带

建设 

丰产竹

林基地 

油茶等

木本油

料基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全省合计 1500 100 320 50 90 100 600 5 15 80 25 5 75 35 

南平市 352.1 10 130 7 20 20 120  4.5  4.5 1 30 5.1 

三明市 315.9 35 70 10 20 20 120  5.3  4 1 18 12.6 

龙岩市 300 20 60 9 20 15 147  0.2  4 0.8 13 11 

漳州市 57.5 5  4  8 13 2  21 2 0.4 2 0.1 

厦门市 2         2     

泉州市 106.7 5  5 20 7 40 1.2  21 2 0.5 2 3 

莆田市 32.8 2  2 10 2 10 0.5  5 1 0.2  0.1 

福州市 63.5 1  3  4 35 0.2  14 3 0.3 2 1 

宁德市 138.3 2 30 4  4 70   15 3 0.3 8 2 

平潭综合
实验区 

2.5         2 0.5    

省属国有
林场 

128.7 20 30 6  20 45 1.1 5  1 0.5  0.1 

注：1.本表中各工程项目小班、面积不能重叠。2.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建设任务将根据财政部、国家林草局批复情况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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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建设任务分年度安排表（2021—2025年） 

      单位：万亩 

年度 合计 

建设内容与任务 

商品用材林工程 

沿海防

护林工

程 

城乡绿化和绿色通

道工程 

竹业花卉与名特优

经济林工程 

国家储备

林项目 

武夷山森林

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 

珍贵用

材树种

培育 

国土绿

化示范

项目 

抚育间

伐 

松林改

造提升 

桉树林

改造 

森林经营试

点示范项目 

森林景

观林建

设 

生物防

火林带

建设 

丰产竹

林基地 

油茶等木

本油料基

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全省合计 1500 100 320 50 90 100 600 5 15 80 25 5 75 35 

2021年 237.6 14 50 10 9 20 100 0.3 0.8 9 5  15 4.5 

2022年 314 20 55 10 21 20 150 0.5 1 10 5  15 6.5 

2023年 292.3 20 67 10 20 20 100 1.4 4.4 20 5 1.5 15 8 

2024年 322.3 23 74 10 20 20 120 1.4 4.4 20 5 1.5 15 8 

2025年 333.8 23 74 10 20 20 130 1.4 4.4 21 5 2 15 8 

2021年已

完成 
254.2  14.3  51.7  10.5  9.5  25.6  105.3  0.4  1.4  9.5  6.0   15.2  4.7  

注：1.本表中各工程项目小班、面积不能重叠。2.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建设任务将根据财政部、国家林草局批复情况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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