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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省级公益林中 

桉树采伐改造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 

为进一步提高森林资源质量，缓解桉树公益林保护与利用之

间的关系，我局研究制定了《福建省省级公益林中桉树采伐改造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林业局 

2020年 4月 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闽林〔202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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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省级公益林中桉树采伐改造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森林资源质量，缓解桉树公益林保护与利用之

间的关系，经研究，制定如下改造方案： 

一、目的意义 

由于在公益林地中种植桉树或者桉树林因区位重要被划为公

益林，其采伐处置权受到一定影响，造成了生态保护与经营者处

置权的矛盾，虽然近年来省里已出台了一些放宽的政策，但仍难

以满足林农的需求，有些地方滥伐公益林桉树现象时有发生，一

些基层林业主管部门和人大代表也多次呼吁建议要放宽桉树采伐

的政策，允许公益林中的桉树进行合理采伐改造提升。为此，参

照学习广西等省的做法，进一步适当放宽公益林中桉树采伐管理

政策，允许林农对其中的一代林分进行采伐改造提升，让林农的

经营成本得到一定回收，减少经济损失。同时按《福建省生态公

益林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通过调整树种结构，形成多树种、

多层次、多功能的混交复层林，促进生物多样性，以更好提高桉

树公益林的综合生态效益。 

二、支持政策 

（一）改造对象。本次改造提升的范围为三级保护公益林中

的桉树。 

（二）更新年龄。对于列入改造提升方案范围的公益林桉树

更新年龄，参照区划界定前为人工商品林的三级保护公益林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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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来执行，统一规定为 9 年。改造提升补植套种的目的树种达到

有林地标准后，需伐除上层非目的树木桉树的，可不受采伐年龄

限制。 

（三）采伐强度。一是为便于补植套种乡土阔叶树种，对于

列入改造提升方案范围的公益林桉树抚育采伐、更新采伐择伐、

渐伐的，其强度可参照用材林主伐择伐的强度，为不大于伐前林

木蓄积的 40％，同时要做到伐后平均胸径不低于伐前平均胸径、

择伐不能造成天窗。二是实施带状、小块状皆伐改造的，面积按

《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执行，在采伐带、

采伐块之间，保留相当于皆伐面积的林带、林块前提下，同一年

度同一小班允许多块小块状皆伐，对保留的林带、林块在相邻伐

区采伐更新验收合格后，方可采伐。 

（四）采伐限额。对于列入改造提升方案，所在编限单位采

伐限额确实不足的，按照“计划外特定的林业生产任务需要采伐

林木”申请使用省级备用采伐限额，每年总量不超过 70万立方米。 

（五）权属材料。对于列入改造提升方案的桉树确实无法或

难以及时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的，申请者可提交与相应林地林权

证（或不动产登记证）持有者签订的承包合同和该林权证（或不

动产登记证）作为申请采伐林木所有权的材料提交有关林业主管

部门。在林木权属明确、无争议且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不得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形的情

况下，有关林业主管部门在年森林采伐限额内，可以依法核发林



 — 4 — 

木采伐许可证。 

（六）特殊情形。对 2010年 11月 22日至 2011年 5月 21日

在生态公益林经营区内成片较大面积的宜林荒山造林，除保护区、

森林公园等重点区域外的桉树第一代林分，同意改造种植乡土阔

叶树种或营造混交林的，可参照短周期工业原料林的条件予以批

准采伐改造提升。 

三、改造提升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林

地保有量是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做好森林资源保护

发展工作对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确处理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提请专项研究、

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公益林桉树的改造提升工作，确保在实现“双

增”目标的前提下开展改造工作。 

（二）制定方案，有序推进。有改造提升计划的设区市及其

相关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桉树林资源情况，在

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科学合理制定改造提升的具体实施方

案，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报上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后执

行，其中省属国有林场改造提升方案可由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

批，并报省国有林场发展中心备案，同时抄送国有林场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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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区分年通盘考虑。要摸清家底，确保符合改造对象的这

一代林分经改造提升后，该地块今后严格按《福建省生态公益林

条例》进行管理，并做到统筹兼顾，分区位分年度制定计划，不

搞一刀切，要区分轻重缓急，对于水源地、群众关注度高的林分

应优先进行改造提升。 

2．合理选择改造方式。根据桉树林分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

适用改造的方式，既可以实施带状、小块状皆伐改造，也可以进

行择伐、渐伐等补植改造。 

3．确保伐后及时提升。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认真研究制定改

造提升方案，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伐后及时改造提升到位。

要合理选择改造提升树种，按适地适树的原则，优先采用乡土阔

叶树，及时开展幼林抚育，全面清除或合理控制桉树萌芽条。同

时要注意落叶与常绿的混交、珍贵树种与速生树种的混交，及时

有效恢复森林植被，确保“双增”目标的实现。 

4．切实做好风险防控。要制定风险防控措施，注重水土保持，

及时研究解决改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止只采伐不提升。

当年有开展改造提升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在下一年度 7月 31日

前组织林政、资源、营林、公益林管理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对改造提升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结果报告上报设区市林业主

管部门，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改造提升情

况进行抽查或列入双随机抽查，具体抽查比例由设区市林业主管

部门确定，对不按改造提升方案开展工作的（含县级验收和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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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抽查）暂停所在乡镇改造提升工作直到整改到位。 

5．细化方案责任到人。为确保方案得到有效实施，要将责任

落实到人，分片负责，全程跟踪指导，确保按照方案开展改造提

升工作，防止“搭车”采伐行为发生。 

6．建立改造提升档案。及时收集、整理改造提升的相关资料

（包括改造前后的林分状况、影像资料等），及时记载改造提升

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效果等。 

（三）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加大桉树改造提升工作的宣传，

让广大经营桉树的业主了解改造提升的对象，采伐管理、迹地更

新、提升后严格按公益林条例管理等政策措施。 

本方案有效期限为 5年，从下发之日起施行。 

 

 

 

 

 

 

 

 

 



 

 

 

 

 

 

 

 

 

 

 

 

 

 

 

 

 

 

 

 

 

 

 



 

 

 

抄送： 国家林草局，国家林草局福州专员办。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