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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绿前行，人民至上，是林业人永不停歇的脚步。伴随中国共产党
迎来百年华诞，全市林业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骄人成绩。展望可持续绿色
未来，福州林业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继续向绿而行，奋力谱写建设现
代化国际城市的林业新篇章。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高品质森林城市，实现生态美和
百姓富有机统一，全面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始终确保林业工作正确方
向。

持续推进科学绿化。科学绿化是建设绿水青山的内在要求。“十三
五”期间，全市完成造林绿化5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56%提升到58.36%，
稳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持续推进科学绿化，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因地制宜、适地适绿，科学规划、科学种养，
城乡统筹、一体推进，量质并重、节俭务实，持续增加森林面积，稳步提高
森林质量，着力提升林业生态系统碳汇总量。

持续建设高品质森林城市。福州森林城市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受到
联合国粮农组织高度关注和重点推介。持续建设高品质森林城市，坚持
大地植绿、心中播绿，推进森林进城、森林围城，推动国家森林县城全覆
盖，建设鸟语花香的健康森林，提升城乡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着力打造
森林城市建设福州样板。

持续发展绿色富民产业。绿色富民产业是“两山”理论转换的重要
通道。2020年全市林业总产值达到480亿元，有力地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和脱贫攻坚。持续推进绿色生态产业，着力发展林下经济、花卉苗木、森
林旅游、森林康养，积极探索林业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充分发挥绿水
青山的经济效益，让林下经济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
重要力量。

闽江河口湿地是候鸟的天堂闽江河口湿地是候鸟的天堂。。黄海摄黄海摄

永泰大湖国有林场壁舟里国家森林公园步道。

位于永泰县梧桐镇坵演村的古树微公园。

市林业局负责人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市林业局负责人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424届林业委员届林业委员
会会议上做森林城市建设经验发言会会议上做森林城市建设经验发言。。永泰县岭路乡长坑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永泰县岭路乡长坑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灵芝喜获丰收灵芝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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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城市建设享誉世界
普惠生态福祉百姓共享

“山在城中，城在林中。”福州自古便是东方城市设
计的佳作，其最大特点是群山叠翠，山城相融。近年
来，福州因地制宜，协调处理城市山体、森林旅游地与
城市的关系，坚持森林惠民，以高品质森林城市建设为
载体，让森林与城市相映生辉，让市民享受最普惠的生
态福祉。

“最美森林步道，让城市会呼吸。”这是央视对福州
森林步道——“福道”的赞美。近年来，福州把改善人
居环境、提高幸福指数作为森林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围绕城市山体公园，积极完善游憩配套，全面
提升休闲观光品质，建设了一批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
森林基础设施。据统计，近年来全市共建设城市森林
步道 29条、178公里，增强了森林的可进入性，让更多
人更方便地享受到森林生态福利。

与此同时，市林业部门还积极推进《福州市国家森
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实施，相继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三年提升行动、“全民动员 绿化福州”和“绿进万家
绿满榕城”行动，深入开展“种大苗 造树荫”森林进城
专项行动，倡导和践行“先造森林后造城”理念推进福
州新区森林城市建设。为进一步推进森林城市建设，
市林业部门制订《关于加快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编制《福州森林旅游发展规划》，举办福州森林
旅游节，稳步推进永泰大湖森林特色小镇等重点森林
旅游项目建设。

春华秋实结硕果，繁花满树吐芬芳。如今，福州森
林城市建设全面达到或超过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要
求，森林覆盖率、城区绿化覆盖率、城区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村庄绿化率、道路林木绿化率等主要量化指标超
过国家森林城市标准。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森林
旅游景点 365处。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5个，省级森
林公园 10个。福建旗山国家森林公园、鼓岭旅游度假
区等 10 处公园、景区入选全国特色森林旅游线路。
2018年福州获评“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

高品质森林城市建设让福州生态品牌走出国门、

享誉世界。2017年，福州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实
现省级森林县城的全覆盖。捷报频传，佳音不断。
2018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出版的专刊《森林与可
持续城市》用6个版面专门介绍福州市推进森林城市建
设的典型案例。同年7月，福州作为中国森林城市建设
的唯一代表，出席在罗马举办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第 24
届林业委员会会议。2021年，福州市林业局出席中欧
城市林业论坛视频会议，向全世界介绍福州森林城市
建设经验。

林业不仅肩负着生态建设的重要使命，还承担着
林产品供给的艰巨任务。如何释放林业发展活力？近
年来，福州林业部门积极开展绿色产业提质增效，一方
面大力发展林竹产业，出台《关于贯彻落实竹业发展七
条措施》，培育 9个省级竹业重点乡镇，推进闽清县、连
江县、罗源县省级竹材精深加工生产线建设，一方面做
大做强花卉苗木产业，加强花卉标准化基地、智能温室
建设。全市新增智能温室 12.4万平方米、观赏苗木生
产示范基地 3727.5 亩，花卉苗木全产业链总产值从
2015年底的53.59亿元增长到2020年底136.3亿元。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福州丰富的森林
资源涵养了大量的林下空间，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闽清、闽侯、永泰、福清、罗源、
晋安等6个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县项目建设全面推进，全
市林下经济年产值达 17.5亿元。2018年~2020年全市
共完成12个项目招商工作，招商金额达59.97亿元。

青山不语，初心长留。下一步，福州市林业系统将
全面推行林长制，高质量推进城乡绿化美化，高标准实
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持续推进高品质森林城市建设，
提升林业碳汇能力，着力提升林业防灾减灾能力，深入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深化林业改革，持续推动林业
产业转型增效。

站在历史新起点，福州林业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思想、更加勤勉务实的姿态、更加积极稳健的步伐再度
启航，续写出生态与发展“琴瑟和鸣”的绿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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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保护修复有力有效
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坚不可摧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百年风霜雨
雪，护绿矢志不渝。今天的林业人，肩负着生态
文明建设的时代使命，以尽忠职守的坚毅身影，
牢牢守护着福州的青山绿水，构筑起一道坚不
可摧的生态安全绿色屏障。

“进山林，请扫码。”今年春季，福州每名进
山人员均需扫“防火码”登记。这种依托云计
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防火码”一方
面可帮助进山人员主动学习防火知识，提升防
火安全意识，一方面可为其建立大数据，有效防
控人为火源。数据显示，我市森林“防火码”卡
口占全省总数的半数以上，在各设区市中排名
第一。近年来，我市林业部门强化森林火灾科
学防控，构建起高效的火灾防控体系。

不负生态，向绿而行，福州林业人的脚步从
未停歇。近年来，我市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突出加强松材线虫病综合防治，2016年以来全
市共完成松材线虫病防治性采伐改造松林
15.56万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四率”指标任务

超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我市开启实施重要
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低质低效
林、疏林地和以松树为优势树种的林分改造，优
化树种林种结构，构建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
统。

每一株古树，都是一段传奇的演绎；每一
棵名木，都是一部不朽的巨著。保护古树名
木，就是对生态和文化最好的保护与传承。据
统计，福州目前共有古树名木 9000多株，其中
一级保护的达 300 多株。为了有效保护古树
名木，福州在全省率先开展“古树司法保护”和

“古树名木+保险”工作机制，保护古树的同时
建设古树微公园。市林业部门制定出“五个
一”标准，通过挖掘古树文化，配套便民设施，
让每个古树公园都美出品质、亮出个性。目
前，全市古树微公园已建成 10个，在建 20个，
一幅幅人与古树和谐相依的美好画卷正在福
州铺展开来。

闽江河口，福建省首个滨海国家湿地公园，

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湿地”。一年四季迁飞而
来的不同鸟类，与变换的湿地景观形成多彩的
生态画卷，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的首选之地。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与森林共同构筑
起国家生态安全的强大屏障。保护好森林和湿
地，是党和国家赋予林业工作的重大历史使
命。近年来，市林业部门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
恢复相结合，进一步加大保护修复力度，维护湿
地生物多样性，营造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完成
闽江沿线8个湿地生态修复项目，9处湿地被列
入省第一批重要湿地目录，总面积3.87万公顷，
占全省重要湿地面积39.7%。

从严执法，为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生态建
设提供了坚强后盾。近年来，市林业系统先后
开展“春雷行动”“绿剑行动”“涉林扫黑除恶”等
系列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破坏森林、湿地、野生
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2019年，福州市林
业局荣获“全国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先
进集体”。

仲夏时节的福州，草木葱茏，绿意盎然。不
论身处城市公园、乡间小道，还是山川峻岭、湖
畔海滨，处处满目苍翠，仿佛行走在山水画卷之
中。

万山披绿，绝非一日之功。近年来，福州市
林业系统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创新开展“村
植千树”“春节回家种棵树”等植绿增绿项目，用
一个个扎实有效的行动诠释了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担当”。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春季，全市数百名

林业干部积极投身造林一线，抢抓春季植树造
林“窗口期”。局班子成员带头一线办公、一线
调研、一线服务、一线督查。国有林场党员干
部直插一线，确保每片作业山场至少有一名林

业技术干部指导服务。全市林业系统上下勠
力同心，因地制宜，因山施策，不误林时全面完
成每年植树造林任务。“十三五”期间，福州市
推进国土绿化，完成造林绿化 50.4万亩，森林
抚育 90.2 万亩，新建沿海基干防护林 7.29 万
亩。

厚植底色，逐绿前行。2019年，我市在全
省率先开展“村植千树”绿化行动。截至目前，
已全面完成1800个村“村植千树”任务，实现全
市可绿化行政村全面绿化提升。与此同时，建
成46个国家森林乡村、137个省级森林村庄，其
中，省级森林村庄数量居全省设区市首位；长乐
区营前街道长安村作为全省唯一代表，被评为

“国家森林乡村创建工作样板村”。
2019年，福州在全国首创“春节回家种棵

树”活动，动员返乡过年的年轻人在自家房前
屋后种棵树，延续乡愁记忆，引领社会风尚。
随后，这项活动在全省得到推广，形成了人人
参与植绿护绿、共建共享绿色家园的良好氛
围。

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信春风唤不回。这是
福州林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了高标准落实福
州、定西两市签订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协议，
我市林业技术团队大胆创新种植技术，有效解
决了定西土地贫瘠和干旱缺水两大难题，在昔
日的荒山秃岭上浇灌出满目青翠的“福州林”，
树立起一座东西部协作的“生态丰碑”。定西造
林“福州模式”获得中央扶贫办和两地领导的高
度肯定，2019 年入选联合国全球减贫典型案
例。

绿色担当造就万山披绿
逐绿前行筑起生态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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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海桑田，百年辉煌巨变。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福州林业人俯身耕耘、接续奋斗，一
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福州城区绿美相融，城郊森林重重环绕，山区林下经济繁
荣……绿色正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森林覆盖率持续稳中有升，从2015年的56%提升到2020年的
58.36%，保持全国省会城市前列；森林蓄积量持续增长，从2015年3862万立方米提升到
2020年4924万立方米；2020年，全市林业总产值达到480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长5.5%。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林业必须紧紧围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物种安全和气候安
全等方面，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自觉在服务大局中作贡献、求发展，做绿水青山的守护
者、金山银山的创造者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者。”福州市林业局局长童桂荣表示。

福州林业发展成绩单

“十三五”期间植树造林50.4万亩。

林业产业总产值由2016年的278.41
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480.61亿元，增长
202.2亿元，年均增长40.44亿元。

2018年7月，福州市林业局代表中国出席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意大利罗马举办的第24届
林业委员会和第六个世界森林周活动，并分享
森林城市建设经验。2021年，福州市林业局代
表中国参加中欧城市林业论坛视频会议并在
会上作交流发言。

2017年福州市获评“国家森林城
市”，2018年福州市获评“全国森林旅游
示范市”，2019年福州市获评“全国关注
森林活动20周年突出贡献单位”，2019
年福州市林业局获评“全国保护森林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先进集体”。

201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刊推广我市森林城市
建设的优秀案例。2019年福州·定西生态林建设入选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典型减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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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参与““春节回家种棵树春节回家种棵树””的群众在栽种树苗的群众在栽种树苗。。

永泰县嵩口镇月洲村村民冒雨进行“村植千树”。

连续荣获4项国家级荣誉两次作为中国城市唯一代表
参加国际林业专业会议

两项工作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重点推广

2016年森林覆盖率56%，2020年达
到58.36%，提升2.36个百分点，年均约
增长0.47个百分点。

我市在林业和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获得的部分荣誉我市在林业和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获得的部分荣誉。。

持续建设高品质森林城市
为未来榕城留下森林历史遗产

福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 童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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