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第 00982 号提案的办理意见 
 

省政府办公厅： 

贵厅转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关于支持武夷山国

家公园建设建议的提案》(第 00982 号)收悉。我局的办理意见如

下： 

一、武夷山国家公园相关建设情况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生态保护是武夷山国家公园

的永恒主题”，坚持生态保护第一，通过强化森林防灭火、病虫害

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国家公园生态安全屏障，尽全力保

证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一是生态环

境质量稳中向好。园区水、土、气、微、文化遗产监测结果显示，

园内文化遗产稳定，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大气各项

指标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负氧离子浓度常年处于“非常清新”

水平，PM10、PM2.5含量常年处于一级优水平，新发现武夷林蛙和

多型油囊蘑等 8个物种。二是森林火灾零发生。严格执行 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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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清理可燃物

310余车、消除隐患点 50余处，确保国家公园内未发生森林火灾，

原自然保护区范围实现连续 35年无森林火灾。三是病虫害防控不

松劲。完成松材线虫病春季普查和马尾松毛虫越冬代调查和复查

工作，编制和落实《武夷山国家公园“1+4”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

御总体方案》，开展微创注射松树 1272棵，清理松枯死木 2037棵，

绿僵菌防治 1.5 万亩，制止和销毁可疑松木制品入区 3 次，确保

国家公园生态安全。 

同时，通过严格落实生态补偿机制、大力引导绿色产业发展、

持续优化社区环境等举措，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

协调统一。一是生态补偿机制得到落实。对 4.39万亩毛竹林持续

开展毛竹地役权管理，拨付相关村场、林权所有者 2021年生态公

益林所有者补偿、林权所有者补助、天然林停伐补助 1255.83 万

元。统筹安排资金 2400万，在林权所有者自愿的基础上，落实 6500

多亩商品林赎买前期工作，有效保障林农权益不受损。二是绿色

产业发展不断壮大。持续推动生态茶园建设，在星村镇燕子窠、

黄坑镇坳头村等区域种植银杏、樱花等各类珍贵苗木 2800株，逐

步改善茶园生态环境，不断提升茶叶品质和茶农收入。认真落实

《武夷山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暂行办法》，依法对九曲溪竹筏游

览、环保观光车、漂流等项目特许经营者实行业态监管，落实访

客容量动态监测和环境容量控制，促进生态游憩规范运营。三是

社区环境持续改善。持续开展社区垃圾处理补助，已下达农村人



— 3 — 

居环境治理补助资金 116.4 万元，有效处置社区生活污水和垃圾

污染问题。严格乡村建设前置审核，依法审核通过村民建房、项

目建设申请 17个，确保社区环境与国家公园相协调。 

二、代表建议内容办理情况 

（一）关于“建立多元化的国家公园协调保障机制”的建议 

在机制建立方面。试点期间，我省已建立了由省政府分管副

省长担任召集人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联席会议。2021年 11

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批复精神，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与我省、江西省共同建立了局

省联席会议机制，由国家林草局局长、省政府分管副省长共同担

任总召集人，省政府办公厅等 16家省直单位和地方政府负责同志

为成员，研究解决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等。我省也

相应调整新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保护建设管理工作联席会

议，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武夷山国

家公园（福建片区）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在资金投入方面。2017 年以来，中央及省级财政累计投入武

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资金 21.18 亿元，其中，下达所在地

政府建设资金 13.52亿元，占总投入 63.8%。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

设立后，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持续加大对武夷山国家公园投入力

度，今年已下达我省相关财政资金 9460 万元。“十四五”期间，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纳入国家发改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工程储备入库项目 5 个，投资估算 16469 万元，为国家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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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政策支持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武夷山国家公园特许经营

管理暂行办法》，持续对九曲溪竹筏游览、环保观光车、漂流实行

特许经营管理，强化特许经营业态检查，督促落实特许经营者主

体责任，保障生态安全和公共权益。二是在林农自愿的前提下，

加大重点生态区位非国有商品林赎买力度，纳入生态公益林管理。

今年计划新增赎买商品林面积 6000亩，推动实现“生态得保护、

林农得实惠”双赢目标。三是加大生态补偿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力

度，适时提高生态公益林保护补偿、林权所有者补偿等补偿标准，

不断增强社区村民获得感、归属感。今年已下达补偿性资金 3297

万元。 

（二）关于“有序开展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移民”的建议 

试点期间，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制定出台了《武夷山国家

公园生态移民安置办法》，按照“依法依规、村民自愿、保护第一、

和谐发展”的原则，因地制宜开展生态移民搬迁。一方面，对因

国家公园保护需要进行搬迁的社区居民，根据相关法律予以补偿，

共投入 351 万元完成大洲村牛水桥村民小组 11 户 49 人生态移民

搬迁，引导南源岭旧村 70户搬迁户依托风景区和度假区发展民宿

和餐饮业，促进村民增收，真正实现“搬得出、留得住、发展好”。

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核心保护区内已无居民居住。

另一方面，对在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原住居民，通过优化乡村

建设规划、强化建设管控、开展乡村环境整治等，建立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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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模适度、减量聚居、环境友好”的国家公园居民点体系，

社区环境更加优美。 

同时，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品牌动能，

探索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多措并举支持生态产业

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了“用 10%面积的

发展，换取 90%面积的保护”的管理模式。一是打造生态茶产业。

大力支持创办茶叶合作社，以“合作社+茶农+互联网”的运作模

式，促进分散农户与市场紧密对接，实现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

营。大力开展生态茶园改造，推进茶-林、茶-草混交模式，提升

茶叶品质。二是打造生态旅游业。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主动对接

武夷山全域旅游布局，利用九曲溪上游生态漂流、青龙瀑布、十

八寨等旅游资源，引导村民发展森林人家、民宿，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生态观光游和茶旅慢游，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打造富

民竹业。组织科技下乡，引导竹农在现有规模下开展丰产毛竹培

育，建立毛竹丰产培育示范基地。此外，大力推广林蜂、林药、

林菌等特色林下种（养）业，拓宽社区村民增收渠道。据测算，

区内桐木、坳头 2个完整行政村人均收入分别比周边村高 0.51万

元和 0.7万元。 

（三）关于“统筹推进国家公园周边区域的保护和发展”的

建议 

建设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是南平市政府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总抓手，我局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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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将以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为目标，

突出自然与人文兼备、保护与发展兼容、全民和集体兼顾、科研

和游憩兼具“四兼”特色，在继续做好强化生态保护、科研监测、

科普宣传、推动社区协调发展等日常工作的同时，积极支持南平

市推进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建设。 

三、下一步工作 

（一）严格保护生态系统。一是强化森林防火工作。完善防

火路、视频管控体系、数字化监控预警系统等森林防火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半专业和群众义务森林消防队伍的标准化建设，探索

利用无人机开展森林防火巡护的有效方式，全面提升国家公园森

林火灾防控和扑救能力。二是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完善松材

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御灾、防治减灾和应

急处置体系，提高灾害预警的时效性、准确性。采取疫情监测、

诱捕松墨天牛、绿僵菌防治、微创注射、清理松枯死木、检疫执

法专项行动等多种措施，开展松材线虫疫情防控。三是强化野生

动植物保护救护。持续开展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以及新发现物种

的监测和研究。对气象、大气、水质、水文、土壤、噪声等分别

开展实时和定期采样。在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生境破碎化程度高

的区域选址修建生物通道。建设野生动物救护场所，配备相应救

护人员和救援设施设备，对野生动物进行收容救护。 

（二）科学开展生态修复。一是强化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建

立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对重点生态区域实施封山育林，建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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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稳定、生态功能强大、生态效益明显的森林植被体系。加大

商品林赎买和生态公益林补偿力度，继续开展天然林保护工程，

保持和提高现已形成的森林植物群落多样性。二是加强湿地生态

系统修复。落实空间管控，构建科学合理岸线格局，加强河流水

域岸线管理保护，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加强农村河道治理、

水土流失预防监测和综合治理，推进安全生态水系建设，实施国

家公园天然河流湿地保护及恢复工程，开展河流湿地健康评估和

治理，提升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三是逐步推进生态茶园改造。制

定农药化肥使用管理措施，继续实行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

防治和适量适度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病虫害防治方式，按照茶-林-

草混交模式，引导茶农建设复合型生态茶园，推动国家公园茶产

业绿色发展。 

（三）统筹社区协调发展。一是完善社区基础设施。配合属

地政府编制科学合理的乡村规划，统一建设风貌，确保国家公园

社区建设与国家公园自然、人文环境相协调。会同属地政府建设

既严格保护、又融合茶旅发展的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

继续实施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和社区环境改造提升项目，扶持社区

建设卫生厕所、垃圾收集点等卫生设施，开展垃圾分类试点，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社区。二是促进社区居民增收。严格

按照《武夷山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依法实

行特许经营，会同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积极探索，经科

学论证、评估后拓展特许经营内容和项目。同时，继续实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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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项目和毛竹地役权管理，大力推广蜜蜂养殖产业，不断提高

社区村民收入。加强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政策宣传，做好管护队伍

的人员储备，优先聘用当地社区居民担任管护人员。三是加强国

际合作。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建立

常态化的联系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组织召开国家公园相关论坛，

邀请国内外知名保护地管理机构交流管理、科研经验，共同探讨

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共赢”的有效途径。 

联系人：张梦婕，联系电话：13705954807。 

 

 

 

福建省林业局 

2022年 4月 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