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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据福建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把振兴林业摆在
闽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前瞻性地提出了“森林
是水库、钱库、粮库”的重要理念。2022年3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又指出：“森林是水
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

福建是全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素有“八山一水一
分田”之称，全省森林面积 1.21 亿亩，森林覆盖率
65.12%、持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多年来，福建始终牢
记嘱托，深入践行“三库+碳库”重要理念，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
碳发展之路，厚植绿色本色，擦亮发展成色，彰显幸福
底色。

追青逐绿 绘就美丽福建新画卷
我省深入践行“三库+碳库”重要理念，厚植

绿色本色、擦亮发展成色、彰显幸福底色

“‘三库+碳库’重要理
念，体现了‘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
态民生观。”省林业局有关
负责人说，践行“三库+碳
库”重要理念，必须坚持生
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
民，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
绿色获得感、绿色幸福感。

行走在福建的广袤森
林间，幸福感扑面而来。

这里有绿水青山，无论
是城市还是乡间，举目皆是
良景。福建持续实施“百城
千村”绿化美化宜居工程，
以建设森林城镇、森林村庄

为载体，统筹持续推进城乡
绿化美化，在全国率先实现
全省九市一区国家森林城
市和所有县（市）省级森林
城市“两个全覆盖”，已建成
省级森林乡镇 110个、省级
森林村庄1400个。

这里有富饶的物产，
为靠山吃山的山区百姓源
源不断地供应着食物。茫
茫竹海，源源不断供应“一
口鲜”；广阔的林下空间，
犹如天然的“绿色食品加
工厂”，孕育着蜂、禽、中药
材、菌菇等美味；漫山遍野
的油茶林，是山区百姓重

要的脂肪来源。福建深入
践行“大食物观”，发展壮
大“森林粮库”，做好林下
经济文章，持续推广“一县
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模
式；做好笋竹食品文章，加
强丰产竹林建设，大力发
展锥栗、板栗等名特优经
济林；做好木本粮油文章，
加快建设丰产油茶林基
地，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
助力老百姓吃得好、吃得
多样、吃得健康。

这里具有广阔的产业
发展空间，多元业态欣欣向
荣。福建在发展壮大木材

加工、竹产业、花卉苗木等
传统富民林业产业的同时，
积极转变林业经济增长方
式，统筹推进林木生物质利
用、林下经济发展、生态文
旅融合，大力发展森林旅
游、森林康养和自然教育。
去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
达 7651 亿元。其中，森林
旅游总收入 2159.06亿元，
林下经济产值 830亿元，竹
产业总产值超过 1100 亿
元、出口创汇金额超过 10
亿美元，均居全国前列。

绿色，是福建的本色，
更是福建人幸福的底色。

上月，武平县万安镇贤
溪村林农池上坤，领到了

“武平1号林票”。
“所谓林票，其实是一

种林业生物资产凭证。”武平
县天源国有林场经理钟天明
说，此次发行的林票，基于该
林场与 23 名林农合作经
营。林农以山林入股，林场
测算山林经营总投资后，按
投资份额制发林票，一块山
场一张林票。其中，1号林
票涉及合作山场面积 691
亩，发行金额为181万元。

有了林票后，山林交由
国有林场实行规模化、集约

化、专业化管理，实现“让专
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林农
每年可获得林票金额5%的
分红保底收益，林木采伐后
享受利润分红，其间还可通
过转让、质押等方式提前变
现。用池上坤的话说，手握
林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林农变股东了”。

一张小小的林票，打通
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转换通道，让“森林是钱库”
有了具象化表现。

绿色创新，福建始终扮
演着弄潮儿的角色。

20 多年前，福建首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先
河。20 多年后的今天，面
对新情况、新问题，福建依
然在全面深化林改的新征
程上先行示范。

在三明，“卖空气”已成
为新风尚。2021 年，全国
首张林业碳票在将乐县高
唐镇常口村诞生。村里
3197亩生态公益林的固碳
量被精准量化，并通过票证
的形式进入市场交易。“不
砍树也致富”的梦想逐渐照
进现实。

在南平，林子可以存入
“银行”增值。顺昌县创新

“森林生态银行·四个一”林
业股份合作经营模式，引导
分散在单家独户或承包经营
到期的无林地、有林地“存
入”村级森林资源运营平
台，村级平台再与“森林生
态银行”签订协议，由国有
林场统一经营管理，实现“分
散化输入、整体式产出”。

……
在“三库+碳库”重要

理念的引领下，这些从广袤
森林间生发出的改革实践，
激活了绿水青山，壮大了金
山银山，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越走越宽。

“三库+碳库”这一与
时俱进的科学论断，生动
阐明了森林的多重功能和
综合效益，深刻阐释了人
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
森林是水库，润泽绿水青
山，具备涵养水源、防洪补
枯、净化水质等多重生态
功能；森林是钱库，富藏金
山银山，产业开发与就业
空间广阔；森林是粮库，蕴
含着强大的生产力，源源
不断供应着木本粮食、木
本油料、鲜笋、菌菇等绿色
食品；森林是碳库，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绿色担当。
“充分发挥森林‘三

库+碳库’功能，第一要义
是坚守生态定力，厚植绿
色底色。”省林业局有关负
责人说，福建始终牢记嘱
托，在扩绿兴绿护绿的征
程上驰骋不息。

1989年，福建实施“三
五七”造林绿化工程，计划
用 3 至 5 年完成宜林荒山
造林；1992年，福建成为全
国第二个基本消灭宜林荒
山的省份；接续实施“四绿
工程”“650 万亩大造林”

“三个百千”绿化美化行动
……突破不断的成绩单，
记录着福建的绿色变迁。
全省森林面积从 1978年的
6744.6 万亩增加到目前的

1.21 亿亩，森林覆盖率从
39.5%提高到 65.12%、连续
保持全国第一，全省森林
蓄积量从 2.96亿立方米增
加到8.07亿立方米。

绿色，已成为福建最
鲜明的底色；全国最“绿”
省份，是福建最引以为豪
的标签。如今的福建，森
林 覆 盖 率 已 接 近“ 天 花
板”，还要种树吗？还要如
何种树？追绿无止境的福
建，有自己的坚持与解法。

去年，省绿化委印发
首份省级国土绿化综合性
规划——《福建省国土绿
化规划（2022—2030年）》，
明确了规划绿化空间、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等七大任
务，组织开展森林城市建
设和乡村绿化美化建设等
36项工程。

城乡绿化美化统筹推
进，国土空间绿上加绿；树
种结构日益优化，林分质
量持续提升；多树种、多色
彩、多功能、多效益绿美俱
佳的生态景观林渐成主
流；森林经营模式更加科
学 ，固 碳 能 力 不 断 增 强
……扩绿兴绿护绿，提质
提档提效，福建的绿色家
底更加厚实，赋能森林水
库更稳定，森林钱库更丰
足，森林粮库更殷实，森林
碳库更壮大。

坚守生态定力 永葆绿色本色
激发创新活力 擦亮发展成色

提升惠民效力 彰显幸福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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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千年洪塘窑 AI也可“望闻问切” 北京中轴线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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