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闽政〔2021〕6 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关于支持武夷新区建设加快南平全方位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5 月 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支持武夷新区建设 

加快南平全方位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加快武夷新区建设是省委和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

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十届十次、十一次全会部署要求，

加快武夷新区高质量发展，加强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和科学利用，

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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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的前沿平台、深化闽台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

基地、闽东北协同发展区新增长极，提出如下措施： 

一、支持提升生态保护水平 

（一）支持打造闽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精品示

范工程。支持闽江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建设，推进重大废弃矿山治

理项目。支持南平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持续实施

国家储备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

碳排放权交易。支持南平开展“武夷品牌”“生态银行”“水美

经济”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支持南平建设生物多样性

保护示范区。 

（二）推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利用和体制创新，大力支

持武夷新区开展国家生态文明项目建设，实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及栖息地修复工程。落实武夷

山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支持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高标

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实施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和特色小

镇建设、绿色产业培育。支持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防护体系，国

家公园动、植物科研中心，国家公园科研监测项目，武夷山国家

森林步道（福建段）、县道 X832 星村至桐木改造提升工程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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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发挥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环国家公园生态休闲

康养产业。 

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一）加大省级旅游专项资金对武夷新区的支持力度，“十

四五”期间每年从文旅融合专项资金中安排 1000 万元，由南平

市统筹用于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项目，支持打造武

夷山世界级旅游景区。对原缴入省级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门票收

入、竹筏和观光车等特许专营权收入予以免除。支持环武夷山国

家公园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安排专项补助资金，打造康养、研学

等产品体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道路服务水平。支持南平

建设国家级海峡两岸康养、旅游休闲等产业交流基地。加大省文

化产业专项资金扶持力度，推动朱子文化、茶文化、建盏文化等

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争取扩大武夷山旅游口岸开放，加大境内外

航线培育支持力度。支持南平设立跨境电商产业园，推动武夷山

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 

（二）加快建设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支持减肥

降药，对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特色农业项目予以支持，扶持茶业、

畜禽、笋竹和粮油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科研机构建设，参与茶

产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武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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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支持建设现代竹业重点县、笋竹精深加工示范县及竹产

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花卉苗木产

业。支持创建农产品加工园区和国家级绿色食品认证检验检测机

构。争取将符合条件的乡镇纳入全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范围，

并支持开展试点工作。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指标入

库交易，每年新增建设高标准农田 20 万～30 万亩，补充耕地指

标调剂收益基本用于农田建设再投入。扶持生物产业发展，建立

闽产“福九味”等道地、大宗优质特色中药材良种繁育及生产基

地。 

（三）支持南平科技创新，开展事业单位科技特派员利益共

同体培育试点，建设全国科技特派员示范区和培训交流基地、科

技创新载体。支持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省属国企及控股子

公司优先在南平设立企业、布点绿色低碳项目。支持培育竹木行

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培育创建氟新材料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新

型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加大对“五南”企业产品在省内推广应用

的支持力度，支持申报绿色建材认证标识。省数字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支持南平数字经济发展，将智能视觉 AI 开放平台列为省级开

放平台。 

三、支持南台融合和区域协作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