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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有关

单位，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省税务局、福建银保监局、福建

省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林改

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机制活、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的总要求，加快林下经济发展，实现

“不砍树、也致富”。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措施： 

一、加快推进林下经济绿色发展 

坚持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科学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大力推

动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

为主的林下经济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推动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充分释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红利，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有效支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社会提供质优物美的林下产品。要根据生态环境条件和容

量，合理确定林下经济发展项目、发展方式、发展规模，合理控

制种养殖密度，采取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保护好森林生态环境。

到 2022 年，力争全省林下经济利用面积达 3000 万亩、产值达

2000 亿元、带动农户 100 万户、就业 1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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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省林业局、财政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科技厅、市场监

管局、金融监管局、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税务局 

二、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 

各地要按照“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要求，因地制宜，科

学规划，合理确定林下经济重点产业。林下种植重点发展金线莲、

铁皮石斛、黄精、灵芝、七叶一枝花、巴戟天、三叶青等常用道

地中草药，鼓励开展乡土野生花卉栽培驯化，大力发展国兰、龟

背竹、棕竹、夏威夷椰子、蕨类等花卉和观叶植物；重点扶持种

苗培育或采购、科学施肥、生产设备购置、喷灌系统及作业道建

设等。支持花卉苗木生产企业和合作社实施省级花卉产业发展项

目，做大做强林下花卉产业。林下养殖，重点发展蜂、梅花鹿、

稀有蛇类、棘胸蛙、豪猪、麝等食药两用特种动物的养殖；重点

扶持林下动物种源的筛选、驯化、繁育及养殖环保设施建设等。

开展红菇、竹荪、灵芝、梨菇等食用菌和竹笋的采集加工，重点

扶持加工设施建设、设备购置、科技成果推广及林下珍稀菌类的

生境保护等。2019－2022 年，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采

取“先建后补”方式支持林农以及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

“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等经营主体发展林下经济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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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经济发展项目优先安排老区苏区县，大力扶持建档立卡贫困

户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省级林下经济专项资金 80%以上用于

扶持老区苏区县。 

责任单位：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省林业局、农业农村厅、财政厅 

三、做大做强森林旅游业 

加快发展森林康养、休闲体验、山地运动、生态教育等“森

林+”旅游新业态，培育特色森林旅游线路和精品项目，继续开展

森林人家评星授牌工作，推进森林旅游示范县（市）和森林特色

小镇建设,支持开展森林体验和养生基地、森林文化教育和社会实

践基地建设，全力打造“全福游、有全福”品牌。充分利用老区

苏区的革命遗址等红色人文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带动老区

苏区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快森林景观绿化美化，推

进森林景观带建设和乡村绿化，科学开展森林抚育、林分修复和

景观提升，丰富森林植被的种类、色彩、层次和季相。加快推进

树种结构调整，支持低效林分改造，逐步提升森林生态景观功能。

加大对森林旅游相关的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将其纳入各地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优先安排。大力实施“百园千

道”生态产品共享工程，到 2022 年全省改造提升森林公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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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上、建设森林步道 1000 公里以上。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发展的森林旅游、森林康养项目，享受扶贫开发项目同等优惠

政策。 

责任单位：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省林业局、财政厅、文旅厅、自然资源厅、发改委、水利厅、

交通运输厅、工信厅、体育局、电力公司 

四、推进林下经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国有林场等社会资本参

与发展林下经济，支持台湾农民和企业来闽发展特色林下经济，

加快培育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带动力强的林下经济经营主体，

创建一批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示范基地。到 2022 年全省推动

建设林下经济示范县 10 个以上、示范乡(镇)30 个以上、示范基地

300 个以上。对成功创建林下经济示范乡(镇)的，省级财政给予一

次性补助 100 万元。积极培育林下经济龙头企业，鼓励食品（饮

料）、中医药等生产加工企业向林下中药材主产地及林下养殖集

中区延伸产业链，运用先进的技术、工艺、设备，开展森林食品、

森林药材、生物医药、生物质能源等林下经济产品精深加工，支

持通过订单合作、产地收购、落地办厂等方式解决原材料问题。

对符合规定的林下产品初加工设备和生产机具，纳入农机补助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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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林下种植养殖与林下产品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电价。

支持林下经济特色优势产区建设产品交易市场和物流配送中心，

推动林下经济产品进入农产品批发市场、城乡农贸市场、大中型

超市，鼓励林下经济经营者参加全国性的农产品展销活动。鼓励

林下经济经营者通过电商平台展销林下经济产品，引导电商企业

与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专业大户等规模化林下经济经营

者对接，建立林下经济产品直采直供机制，畅通林下经济产品销

售渠道。 

责任单位：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省林业局、财政厅、工信厅、商务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

管局、台港澳办、电力公司 

五、建立林下经济产品质量管控体系 

加快推进林下经济产业标准化建设，加强主要林下经济产品

标准化建设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不断提升我省林下经济产品质

量。支持有实力的林下经济经营主体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引导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有实力的

经营主体加强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合作，推进林下资源、资本、

市场和技术有机结合，创新开发林下经济名特优产品，创建特色

品牌。鼓励林下经济产品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地理标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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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