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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福建  绿色能量

施、集中突破，依法依规、规范操作，总

体稳定、局部调整，因地制宜、形式多

样，程序合法、多数通过等做法，基本实

现了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使林权改

革扎实、有序推进。至2012年底，全市

完成林权登记发证2609.97万亩、发证率

98.64%，林地所有权登记发证2604.97万

亩，林地登记发证率98.45%，林权证到

户率98.9%，均居全省前列；全市生态

公益林全部参保，商品林参保1746.13万

亩。全市新增林权抵押贷款7.59亿元，

累计61.4亿元。新组建各类林业合作经

济组织97个、累计1085个。永安、尤溪、

明溪市被确定为全国农民林业专业合作

示范县，其中永安市被评为全国首批林

业专业合作社典型示范县。在政策驱动

和典型带动下，全省林改工作扎实有序

推进。截至2012年底，全省林权登记发

证率已达98.7%，全省森林综合保险覆盖

面积超1亿亩、在保率达96.1%，有效调

动了广大农民耕山育林护林的积极性，

盘活了林业资源，促进了林区生产发展、

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社会和谐，林

权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二是创新生态公益林管护和补偿机

制。为保护水源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缓

解生态公益林保护和林农经济利益的矛

盾，2007年，福建省制定出台《江河下

游地区对上游地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方

案》，各设区市政府以2005年城市工业

和生活用水量为依据，按省里测算的标

准从财政中支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

金，上缴省财政专户，统一标准对上游

地区为保护生态功能和水土资源做出贡

献的农民进行补偿。随后，省财政成功

实施了江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增加公益林补偿资

金，使公益林补偿标准由每亩5元提高

到7元，开创了我国区域性生态公益林

补偿的先例。2010年起省级以上重点公

益林补偿标准提高到每亩12元，其中省

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给予每亩15元补偿，

总投入达5.18亿元，2012年共安排5.2

亿元资金，用于公益林的营造、抚育、

保护和管理。

三是加快建立市县两级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基金制度。全省各地积极按照省

委、省政府要求建立地方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制度，并不断加大投入。如厦

门市从2012年起将市级生态公益林补

偿标准从12元/亩提高到36元/亩，从

而使厦门市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含省

级以上）从24元/亩提高到48元/亩；

泉州市财政从2007年起每年安排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1000万元，用于国

家、省级重点生态公益林增加补偿2元/

亩，泉州市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标

准达到14元/亩；晋江市在泉州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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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福建最靓丽的名片，以全省

森林覆盖率63.1%连续35年领跑全国。

福建省把植树造林、发展林业作为生态

省建设的基础工作、主体内容和首要任

务，创新举措、狠抓落实，有力推动了

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十年接力，林业

已成为福建生态省建设的主力军，全省

累计完成造林绿化面积2500多万亩，八

闽大地的绿色更加浓重。

探索制度创新  确保青山长在

一是在全国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在不改变集

体林地所有权和林地用途的前提下,将

林地的使用权承包到户,允许林木所有

权和林地使用权按照“依法、自愿、有

偿”的原则有序流转。福建省于2002年

在武平县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

2003年在全省全面推开。在主体改革到

位后，2006年，又率先推进了包括各类

林业抵押贷款、林业小额贴息贷款和林

地、林产品在林权流转中心拍卖转让的

配套改革并取得了新突破。为巩固和扩

大改革成果，建立和完善林业发展新机

制，福建省出台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意见，全力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持续深化。如三明市通过采取分步实

摄影  李  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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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基础上再对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增

加补偿5元/亩，达到19元/亩。地方生

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不断提高，使当地

林农的收入不断增加，极大地调动了林

农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的积极性。以

德化县为例，据水利部门监测，德化县

自2001年起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后，

生态公益林得到了有效保护，每年为闽

江、晋江流域提供优质水资源从2001年

的22亿立方米增加到现在的25亿立方

米，下游相关水电站的发电量从2001年

的5.37亿度上升至目前的6.94亿度。

四是积极推动建立“受益者合理负

担”补偿途径。依托森林资源开展旅游

的，从旅游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资金，

直接用于生态公益林所有者的补偿。如

永安市桃源洞风景区对景区范围内的集

体林和自留山，由风景区管理部门与景

区内的行政村签订林地、林木补偿协议

书，较好地解决了景区森林保护与林权

所有者利益之间的矛盾。利用水资源发

电的企业，从其所收取的水资源费中安

排一定比例用于生态公益林补偿；如永

安市对目前360个水电站（每年平均水

电发电16亿千瓦时），按0.005元/千瓦

时征收生态补偿费，弥补了林权所有者

因划入生态公益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以森林资源入股方式

参与新建水电站和旅游区的开发。如武

夷山市星村镇红星村以17000多亩林地

入股森林公园，森林公园按每年每亩1

元支付村民资源保护费，由村民负责承

担护林任务，同时景点利润也分期支付

给村民，以此加强森林风景资源的保护

和建设，达到“双赢”的效果。

五是建立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

制度。为进一步健全福建省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提高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所在

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省委省

政府决定从2012年起建立生态保护财

力转移支付制度。2012年11月，省财政

厅下发《福建省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

办法》，明确了森林覆盖率成为确定支

付多少生态保护激励资金的主要指标之

一，对于限制开发区域，森林覆盖率不

低于上年且达到全省平均森林覆盖率

的，给予200万元奖励。

大举植绿造林  加快城乡绿化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也为

福建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拓展了生态

承载空间。近三年来，全省累计投入资

金214.65亿元，大举造林绿化，见缝插

“绿”、绿上加绿、以“绿”促“好”，生态

保护和建设成绩斐然。

2010年，福建省级财政投入6000

万元启动以“绿色城市、绿色村镇、绿

色通道、绿色屏障”为主要建设内容的

“四绿”工程，让森林进城、上路、下乡、

入村。2011年省级财政出台造林绿化的

十二条扶持政策，共筹集资金9.33亿元，

为全省完成造林绿化701万亩提供资金

保障，同时下达资金8330万元用于人工

造林和迹地人工更新补贴、林木良种补

贴、森林抚育补贴。2012年省级财政又

投入7亿元，支持全省300万亩造林绿

化和森林抚育。各地财政部门根据“四

绿”工程建设的任务和重点，积极筹措

资金，强化资金保障机制，扎实推进造

林绿化。如，安溪县规划建设“两侧一

重山”林分彩化绿色景观走廊，让安溪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环境更美；龙海

市紧紧围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打造

田园都市、生态之城”的目标要求，突

出重点，对沈海高速森林通道建设、非

规划林地造林等，给予1500万元的配套

补助，有力支持了造林绿化。通过实施

“四绿”工程、开展“大造林”活动，植绿、

护绿、爱绿、兴绿正成为全社会的普遍

共识和自觉行动。2012年，全省完成造

林绿化331.4万亩，超任务数10.5%。今

日的八闽大地已打造成“城在林中，家

在园中，人在绿中”的优美生态区。目前

全省建成5个国家生态县（市），另有15

个县（市、区）基本达到国家要求；建成

18个国家级生态乡镇、474个省级生态

乡镇、4652个市级以上生态村，为福建

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生

态安全保障。

发展林下经济  实现生态富民并进

不能砍树，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经

济开发。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福建省积极引导农民在林下套种珍贵

树、中药材，在林相好的区域进行适度

生态养殖，发展森林旅游和非木质利用

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

从2007年起，省级财政每年投入

550万元作为林下利用扶持资金，2012

年，省级财政将林下利用扶持资金提高

到2000万元，在全省范围内扶持生态公

益林非木质利用示范基地，积极探索利

用花果叶的开发，努力拓宽非木质利用

途径，积极开展林下种植中药材、食用

菌和林下养殖等，鼓励生态公益林区的

林农以森林景观为依托，经营具有农家

特色的乡村游农家乐等森林生态旅游项

目，实现长中短有机结合、上中下综合

利用、林农牧复合经营。为让林农少砍

树多增收，2013年起，省级财政每年将

安排3000万元补助林下经济发展。如在

三明市三元区，林农不砍树，种“草”也

一样增收致富。楼源国有林场2008年

开始发展林下套种草珊瑚，到现在已种

植3000多亩，草珊瑚进入丰产期后，每

年可带来近百万元收入，相比目前林

场600多万元的年收入，林下套种草珊

瑚前景非常诱人，楼源国有林场重焕生

机。保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近十

年来，福建农民涉林收入稳步增长，通

过发展农家乐、种植名贵树种等多种方

式，从生态经济获取现金性和资产性收

入年均增长20%，2012年，全省林下经

济实现产值620亿元。

（作者单位：福建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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