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    标    要    求
评定
分值

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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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森林康养纳入议事日程，并有会议纪要、任务安排和工作报告等相关材料 2 2

2 议事日程中，针对森林康养，每年议事平均次数不少于1次 1 1

3 制定并实施森林康养小镇创建工作方案 2 2

4 成立工作小组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2 2

5
重视森林康养相关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每年至少组织3次行业培训与交流，形成一支由专业医护人员、获认证的疗养师

、自然讲解员和志愿者组成的人力资源队伍
3 3

6 区域范围内监测点的空气负氧离子年平均值达到1000个/cm³ 3 3

7 一年中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达“舒适”的月份不少于3个月（参照GB/T 27963-2011） 3 3

8 行政区域内森林覆盖率65%以上 1 1

9 中龄林及以上乔木林面积30%以上（以森林资源档案数据为准） 1 1

10 区域内天然林占森林面积比例大于40%（以森林资源档案数据为准） 2 2

11 建成森林步道（或修复森林古道）50km以上 3 3

12
设有较完善的森林驿站、标识系统和配套基础设施（休憩、观景等设施），形成网络化森林步道的区域性森林慢行系

统，配有必要的防灾避险应急通道、平台
2 2

300张以上 5

200～299张 3

100～199张 2

建有至少2个省级以上森林康养基地，且达到《福建省森林康养基地评定管理办法》中“合格”的要求 15

建有1个省级以上森林康养基地，且达到《福建省森林康养基地评定管理办法》中“合格”的要求 12

森林康养小镇内建有5个及以上森林人家 12

森林康养小镇内建有4个森林人家 9

森林康养小镇内建有3个森林人家 6

拥有3个及以上名特优新农林产品基地，具有绿色有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服务于森林康养产业 3

拥有2个名特优新农林产品基地，具有绿色有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服务于森林康养产业 2

拥有1个名特优新农林产品基地，具有绿色有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服务于森林康养产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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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福建省森林康养小镇评定标准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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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个及以上的森林康养基地已配套了纳入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 4

有1个森林康养基地已配套了纳入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 3

有3个及以上的森林康养基地或森林人家纳入县级及以上职工疗休养名录 4

有2个森林康养基地或森林人家纳入纳入县级及以上职工疗休养名录 3

有1个森林康养基地或森林人家纳入纳入县级及以上职工疗休养名录 2

在森林康养基地或森林人家建成3处及以上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及《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GB 9671-
1996）》要求的医务室

4

在森林康养基地或森林人家建成2处及以上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及《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GB 9671-
1996）》要求的医务室

3

在森林康养基地或森林人家建成1处及以上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及《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GB 9671-
1996）》要求的医务室

2

在森林康养基地及森林人家按照相关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建成并备案3个及以上养老机构 4

在森林康养基地及森林人家按照相关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建成并备案2个养老机构 3

在森林康养基地及森林人家按照相关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建成并备案1个养老机构 2

21 土地扶持政策 保障森林康养发展用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4 4

林业草原旅游与休闲产业产值达到5000万元及以上 5

林业草原旅游与休闲产业产值达到3000～4999万元 4

林业草原旅游与休闲产业产值达到1000～2999万元 2

年森林游憩人次和森林康养人员人数达到7万人次及以上 5

年森林游憩人次和森林康养人员人数达到5～7万人次 4

年森林游憩人次和森林康养人员人数达到3～4万人次 3

在森林康养场所（含森林康养基地、森林人家等）过2夜及以上的游客占比50%及以上 5

在森林康养场所（含森林康养基地、森林人家等）过2夜及以上的游客占比30%～50% 4

在森林康养场所（含森林康养基地、森林人家等）过2夜及以上的游客占比20%～30% 3

市级及以上电视、报纸宣传报道及网络新媒体宣传森林康养次数达6次及以上 3

市级及以上电视、报纸宣传报道及网络新媒体宣传森林康养次数达4～5次 2

当地农民通过自主创业、资产入股、企业就业等方式有效参与文化、康养和旅游等产业发展，从业人员比例超过35% 2

当地农民通过自主创业、资产入股、企业就业等方式有效参与文化、康养和旅游等产业发展，从业人员比例10%～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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