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024年3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连传芳
视觉编辑：林丽琼

提升服务
激活产权

1月11日，沙县区富口镇
荷山村千亩毛竹山场流转项目
在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挂
牌，9位意向方经过多轮激烈
竞价以 103 万元的价格成交，
相比起竞价 60 万元，溢价率
高达71.67%。

谁能想到，这一交易起初
并不被人看好，甚至有村民表
示不会超过5个人报名参与竞
价。然而，事情发展远超预
期，大量意向方纷纷前来农交
中心办理开户手续，甚至有村
民携带 10 万元现金，希望可
以在现场缴纳保证金获得参与
竞价的机会。村书记笑逐颜
开：“专业交易平台的交易能
力和服务质量不可小觑，不仅
为集体资源提供展示和交易的
平台，同时也帮助集体实现经
济大幅增收，是村民们脱贫致
富的好帮手！”

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
中心主动融入和服务三明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创新，一

手抓本市村集体、国有林场
林权流转交易服务，一手奋
力开拓域外市场，大力组织
市外国有林场、林企到三明
平台开展林业要素流转，形
成涵盖造林、营林、砍伐、
采购等林业全产业链交易服
务链条，目前交易额已累计
突破 16 亿元，国有交易平台
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
要素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得
到充分体现，成为全省最大
林业要素专业化交易市场。

林权市场流转的活跃，离
不开三明林改始终围绕“明晰
产权”这一核心做出的努力。
在推动林权办证由林业部门向
自然资源部门平稳过渡、无缝
衔接的过程中，保障好林农的
合法权益是有关部门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推进林权
登记数据整合、分类处置历史
遗留问题、提升林权类不动产
登记服务效率等措施，仅用1
年时间，就把全市 34 万宗林
权登记存量数据顺利移交到不
动产登记系统，全市已颁发各
类林权类不动产权证近3.5万
本、950 万亩，促进流转 3.47

万起、667万亩。
明晰产权，盘活经营权，

我市通过建立国有林场差异化
绩效管理激励机制，让国有林
场、林业龙头企业通过多种合
作经营方式“接盘”林农山
场，全市规模经营面积占集体
林的57%，实现亩均增收4500
多元。

让林农得利，我市还聚
焦 落 实 处 置 权 实 行 “ 四 放
宽、一放活”做法，对人工
商 品 林 放 宽 采 伐 蓄 积 、 年
龄、坡度、指标等限制，开
展人工商品林按面积审批采
伐试点，让林农拥有更大的
自主采伐权，实现多经营多
收益。

创新机制
转化“两山”

仲春时节，走进沙县区夏
茂镇梨树村，四周青山掩映，
树木生机勃勃，青翠欲滴。夏
茂镇党委书记张卫华指着周围
的山，娓娓道来：“正前方这
片林子是委托经营的林子，远
处那片山林是合作造林，左边
是股份经营的林子……”

2019 年底开始，我市开
展以“合作经营、量化权益、
市场交易、保底分红”为主要
内容的林票制度改革，由国有
林场与村集体共同出资造林或
合作经营现有森林，双方按投
资份额制发林票。这些年梨树
村发展驶入“快车道”，靠的
正是这一张张可以交易、兑
现，质押、继承的林票，

把这小小的票子攥在手
中，犹如有了原始股，将未来
的收益揣进口袋。我市已累计
制发林票超7亿元，惠及林农
近8万人。

去年林博会上，我市推出
被称为“林票 2.0”的林业生
物资产票据，将森林经营主体
全部的林木资源折资量化形成
电子化资产凭证。除了可以交

易、流转、质押外，还可以由
金融机构或资产管理机构通过
信托计划或资管计划认购，打
通社会资本直接投资林业的新
渠道。

让三明林农得实惠的小
票子，除了林票，还有林业
碳票。我市制发全国首张林
业碳票，并实现全国跨区域
交易，不断拓展“碳汇+会议
碳中和”等应用场景，这些
都是我市坚持走“生态+碳
汇”路子的生动写照，通过
实施林业碳汇“三建两创”
行动，即建好森林碳库、建
立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机制、
建设区域碳汇交易体系、创
新林业碳票制度和创建碳汇
应用场景，推进林业碳汇提
质增量，扎实推进全国林业
碳汇试点市建设，带动林业
碳汇交易近3000万元。

针对林农林企融资难问
题，我市还推出“福林贷”

“益林贷”等普惠金融产品，
探索林权抵押贷款合同强制公
证服务和快速处置机制，在建
宁县落地全省首笔林权公证贷
款。全市累计发放林业信贷总
额 230 多亿元，余额近 93 亿
元、约占全省1/2。

融合发展
提质增效

有坚实的绿色基底，还有
政府的林改好政策，我市改出
青山绿水的好生态，也改出发
展的好路子，林农捧起了一个
个“金饭碗”。

在永安市青水畲族乡际头
村，有个灵芝基地，灵芝生长
在松杉林和竹林下，每公斤干
品销售价 150 元至 180 元，亩
产值为2500元至3000元。

基地负责人钟子芳说，这
片自留山用于种植灵芝，与其
它经济作物相比，林下套种灵
芝具有易于管理、投入成本
低、种植周期短等优点，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势明显。
永 安 市 林 下 种 植 金 线

莲 、 多 花 黄 精 、 茯 苓 、 灵
芝、七叶一枝花、黄花倒水
莲等总面积近 7000 亩，形成
以 林 下 药 用 种 植 、 林 下 养
殖、林下产品生产加工为一
体的林下经济发展新格局。

林下经济释放源源不断的
“生态红利”。近年来，我市不
断增加投入，补助县、乡、基
地等不同重点对象，做足竹、
药、茶、菌等文章，因地制宜
建设笋竹、苗木花卉、油茶、
岗梅、铁皮石斛等“一县一
品”产业基地，开展国家地理
标志、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
品、有机农产品认证，打响

“明八味”“永安金线莲”“泰
宁铁皮石斛”等区域公用品
牌，推动林下经济发展。

不仅广阔的林下空间，
小小绿竹同样也能撑起富民
大产业。立足丰富的竹林资
源，我市着力推动竹产业发
展，把竹木产业链列入 11 条
重点发展的产业链，出台竹
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建设永安、尤溪、沙县等竹
木加工特色园区，发展竹纤
维利用、竹生化利用、竹新
材料开发等精深加工产业，
去年实现林产工业产值 1009
亿元。

森林处处有“金矿”，强
一产、促二产的同时，也富了
三产。我市每年举办海峡两岸
林业博览会，拓展“森林康
养+观鸟休闲、中医理疗、教
育研学”新业态，建成省级以
上森林康养基地 40 个，去年
实现营业额19亿元。

我市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嘱托，聚焦“林业发展、
林农增收、林区繁荣”，继续
为全国林业改革发展探新路、
树标杆、作贡献，激活林业发
展新动能，托起广大林农“稳
稳的幸福”。

（图片由市林业局提供）

春风又绿万重山
——我市持续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通讯员 姜光伟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3 月 10
日，走进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的福
建多花黄精产业示范基地，福建盘
古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邱明正在
指导工人对即将出芽的黄精药材进
行除草。“这些看似平常的地里都生
长了名贵药材多花黄精，这 100 多
亩是去年栽种的，随着季节的到来，
马上又要发出新芽，每轮四年采收，
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何邱明说。

常口村是“两山理论”的孕育
地和实践地，1997年4月，时任福
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常口
村调研时指出：“青山绿水是无价
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
好山水田文章。”多年来，常口村
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保护好村里
的青山绿水。

良好的森林生态资源被福建盘
古制药有限公司看中，常口优越的
林下空间成为发展林下仿野生种植
多花黄精的“宝地”。2017年，公司
入驻常口村，利用闲置的林下空间
发展林下仿野生黄精 300 亩，建成
黄精种植资源圃和药材加工基地。

何邱明介绍，林下套种 1 年生
以上的黄精苗，每亩可种植2000株
至 2500 株，采取近自然方式管护，
每年春秋进行管护和培土，4 年后
采收，按每株0.4公斤，2023年收购
价每公斤12元进行测算，亩产值达

9600 元至 12000 元，平均每年亩产
值2400元至3000元，收益高出林木
价值。

经过近 6 年的精心研究摸索，
福建盘古制药有限公司掌握了从黄
精种植到精深加工的所有技术，建
立了“合作社、农户、企业、科研+基
地联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村
合作社或农户种植由公司提供良
种、技术，收获期进行兜底收购，保
障品种源稳定，价格稳定，种植户收
入稳定，形成产业振兴持续发展。
公司还培育出有效成分含量高的黄
精优良品种，积极开拓市场，与北京
同仁堂等国内知名药企合作，开展
新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目前已
开发出黄精茶、即食黄精、桂花黄精
等品牌产品，深受市场欢迎，2023
年底将乐县向该公司颁发了全市首
本林下空间经营权证，并获得银行
授信50万元。

将乐县在实施深化林改过程
中，创新公益林更新改造试点，杉木
林与珍贵树种进行混交，探索出一
条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新路径。

2021年，国家林草局批准将乐
作为全国森林经营试点县，将乐县

抓住这一发展机遇，选择64亩国家
二级公益林作为首批公益林更新改
造试点，在确保森林生态系统稳定
的基础上对这片杉木林进行高强度
择伐，砍伐60%至70%的蓄积量，每
亩保留 40 株至 60 株，每亩套种木
荷、枫香、闽楠等珍贵树种 100 株，
后期加强抚育管护，提高森林整体
质量和效益，逐步实现森林可持续
发展，其中套种闽楠还获得中央财
政林业科技推广专项资金支持。

通过更新改造后的林木，每亩
收益20多万元，现在每亩保留的40
株至60株杉木，8年至10年后可以
全部采伐利用，林下套种的珍贵树
种，部分可以作为绿化苗木出售，林
下还可以套种中药材，林木采伐后
形成阔叶林，改善森林景观效果，提
高固碳量，生态功能显著。

将乐县作为福建省最早的碳汇
开发交易试点县，2021 年 5 月 18
日，在三明林业碳票首发仪式上，常
口村领取了全国第一张林业碳票并
成功流转，获得收益14万元。

近年来，将乐县持续深化林业
改革综合试点工作，以林业碳票制
度改革为抓手，探索、创新“碳票”变

“钞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并作为碳汇权益的“身份证”，能流
转、能交易，可质押、可保险，让生态
产品变为可持续利用的“绿色银
行”，推动林业碳票项目开发、交易、
碳收储、碳司法和碳中和等健康发

展。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发林业碳
汇项目面积5.5万亩，签发碳票总量
17.17万吨，实现碳票交易2.6万吨，
交易金额达58.06万元。同时收储
各类主体林业碳票减排量 18294
吨，向会议、赛事碳中和捐赠林业碳
票3场250吨。

将乐县在林业碳汇造林、建好
森林“碳库”上蹚出一条成功之路，

探索出以森林净固碳增量来核算碳
汇量的创新方式，打造林业碳票开
发新体系，创新开发合作机制，构建
全社会参与实现碳中和的新机制，
推动林业碳票在更多领域、更多场
景推广应用，在全国深化林业改革
上起到了示范作用，成为在全省、全
国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标杆。

盘活资源壮大“林下经济”
——将乐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新路径 ●将乐记者站 张明华 通讯员 伍贤洪

阳春三月，春暖人间。在第46

个植树节前后，我市各地开展形式

多样的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为青山

“妆扮”，为“家底”充“植”。

近三年，全市营林造林 210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77.12%，连续4年

位列“中国绿都”榜首。

三明，当之无愧的“绿海明珠”，

这片绿，见证了三明林改不断创新、

突破和超越的峥嵘岁月。

我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

托，坚决扛起全国首个林业改革发

展综合试点市的责任担当，扎实推

进综合试点任务落地落实，林长制

工作成效获国务院督查激励表彰，

多项林业特色改革做法得到国家有

关部委肯定，三明林改经验在国务

院新闻发布会上作重点推介，林票、

林业碳票等6项创新成果被纳入中

办、国办《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

案》……“绿色之福”真正成为“金山

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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