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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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3133 号提案的答复

省民革：

《关于加强福建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提案》（20243133 号）收

悉。现答复如下：

我局高度重视海洋自然保护地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方案》，持续推进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2021年、2022年、2023年连续三年得到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

一、我省海洋自然保护地基本情况。根据《福建省海洋功能

区划（2011—2020 年）》，我省近岸海域重要生态区域已基本纳入

保护范围，先后建立了各类海洋自然保护地。截至目前，我省已

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地 22 处，总批复面积 7.68 万公顷，其中：海

洋自然保护区 14 处，批复面积 5.29 万公顷；国家级海洋公园 7

处，批复面积2.37 万公顷；国家级湿地公园1处，批复面积281.85

公顷。这些海洋自然保护地的建立，有效地保护了区域内海洋生

态系统、中华白海豚和珊瑚等珍稀海洋物种、红树林湿地生态系

统、湿地水禽、海底古森林遗迹、滨海沙滩、海洋文化遗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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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态景观及其周边海域生境，提高了社会公众保护海洋的意识，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特别是近 3 年，我

局还积极推动新建自然保护地和培育世界自然遗产、国际重要湿

地工作。2022 年 1月，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建立了福清兴化湾水

鸟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7518.36 公顷；2022 年 9 月，“福建

闽江河口湿地：海、陆生物地理区划过渡带”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预备清单；2023 年 2月，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2024年 2月，福州市获得国际湿地城市提名；2024年 6月，

我局批复同意莆田木兰溪口、福鼎巽城红树林 2 处省级湿地公园

总体规划，正式启动湿地公园建设。

二、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地建设。一是出台总体布局和发展规

划。在科学评估现有自然保护地价值基础上，对接《福建省国土

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开展了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和保护

空缺分析，2022年 8月,在全国率先编制印发《福建省自然保护地

总体布局和发展规划(2022—2035年)》，提出了“一主三带九群”

的全省自然保护地总体布局和发展规划，其中包含了海洋自然保

护地内容。二是建立福建沿海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结合实施全

球环境基金“加强中国东南沿海海洋保护地管理 ，保护具有全球

重要意义的沿海生物多样性”项目，积极推动建立了福建沿海生

物多样性伙伴关系，并指导开展福建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合行

动，有效提升海洋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三是加强海洋自然保护

地能力建设。2021年以来，我局安排省级财政资金近1600万元用

于海洋自然保护地资源本底调查、监测和生态保护修复。2021年，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投入 235 万元建成自然保护

区智能监管系统，形成“天上看、地上巡、视频探、网上管”的

智能监管模式，实现对自然保护区内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实时监视、

动态感知、智能预警，同时辅助中华白海豚、白鹭、栗喉蜂虎等



— 3 —

珍稀物种的人工科研观测，提升自然保护区监管和监测水平。

三、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地日常监管。目前，我省省级以上海

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均有独立管理机构和相应的管理人员，

湄洲岛、崇武、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国家级海洋公园有独立管

理机构，其余 4 个国家级海洋公园和市县级自然保护区日常管理

依托在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管理工作总体比较规范。近年来，我

局还先后组织开展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问题

核实查处、违规侵占国家湿地公园排查整治、“碧海”、“绿盾”等

专项行动，全面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检查，有效遏制了海

洋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开展海漂垃圾综合治理

和互花米草综合整治，净化了海洋生态环境，减少了海漂垃圾对

滨海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四、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宣教活动。我局每年组织全省各海洋

自然保护地开展世界海洋日、世界湿地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

各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进渔区、校区、社区和景区，宣传普及

《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海洋自然保护地知识，提

高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厦门市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华白海

豚志愿者队伍，创作传唱了全国第一首中华白海豚之歌《换我来

守护你》，拍摄了第一部动画短片《白海豚乐乐》，推动全国中华

白海豚保护科普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积极开展省级自然教育

基地建设，2023 年公布了包括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等4个海洋自然保护区在内的首批省级自然教育基地53个，为

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良好的自然体验场所。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吸收提案有关建议，统筹推进保护优

先和合理利用，着力提升我省海洋自然保护地建设水平。一是继

续支持新建或晋升海洋自然保护地。根据《福建省自然保护地总

体布局和发展规划(2022—2035 年)》要求，指导、支持地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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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建或晋升海洋自然保护地。二是继续强化海洋自然保护地

建设。开展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和省级财政自然保护地能力

建设专项补助，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和调查活动，强化网络监测和

动态管理，逐步提升保护能力。三是继续开展海洋自然保护地主

题宣教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海洋自然保护地宣传，提升群

众参与积极性；继续组织开展省级自然教育基地申报认定工作，

打造提升一批省级自然教育基地，为公众提供优质的自然教育实

践场所。四是探索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机制。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

完善海洋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强化队伍建设和力量配备，并

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海洋自然保护地建设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志愿

者服务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海洋自然保护

地保护建设，逐步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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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坚（自然保护地管理处）

联系电话：0591-8367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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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