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复类别：B类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1090 号提案的答复 
 

省民盟： 

《关于创新绿色循环经济，推动我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1090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省是竹业大省，现有竹林面积 1845万亩。近年来，我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竹产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二促

一带三”发展战略，持续做好竹文章。2016 年，省政府办公厅出

台《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发展七条措施的通知》；2022年 3月，省

林业局、省发改委等十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通知》，为竹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扶持和政策保障。2022年，

全省竹产业总产值超 1000 亿元、毛竹林面积 1701 万亩、竹业从

业人员数量超 30 万人、出口创汇金额超 10 亿美元等各项指标均

居全国前列，为创新绿色循环经济，推动我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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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局每年争取到省级财政 1 亿元专项资金，补助竹

产业发展，一是实施现代竹业重点县项目建设，项目县丰产竹林

示范基地的竹林单位面积产量和效益显著提高。截至 2022年底，

全省累计建设竹林道路长度 6.43万公里，丰产竹林达 808.7万亩，

占全省竹林面积 43.83%。据统计，2022 年全省竹材产量 9.78 亿

根，为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二是支持笋

竹精深加工示范县建设，加快笋竹企业转型升级。全省现有笋竹

加工企业 23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笋竹加工企业近 400家。通过

FSC认证的竹林面积 300多万亩。竹家具、竹厨具、竹集成材、竹

户外地板、竹活性炭、竹笋加工等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三是

推动竹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建成国

家永安林竹产业示范园区、建瓯笋竹城、建阳竹循环经济产业园、

政和中国竹具工艺城、漳平户外木竹制品产业示范园、连城朋口

木竹加工产业园等一批竹产业园区。邵武市、政和县累计举办十

届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征集设计作品 2.96万件。成立省竹木产

业工业设计研究院、竹产业研究院等；建立政和县茶竹旅文化一

条街、邵武“竹立方”等集竹产品体验、竹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竹

产业体验基地，成功打造了邵武 E 知竹网、永安竹师傅等竹产业

电子商务交易及信息互换平台和共享用工平台等。在福建海峡股

权交易中心达成全国首笔竹林碳汇项目，交易额达 124.2万元。 

近年来，我省竹产业发展虽然取得良好成绩，但仍存在竹资

源培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收提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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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省委“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和省委省

政府有关部署，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以推动实施《关于加快推进

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为重点，切实将我省竹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推动我省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支持物理分解点建设，加大用地保障，协调将竹产业相

关设施用地纳入自然资源厅正在研究制定助力乡村振兴设施建设

用地审批管理办法，支持在竹产区就地就近建设竹材和竹笋收集、

堆放及物理分解场地，纳入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

用地范围。 

二是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协调省级财政继续安排竹产业

专项补助资金，实施一批现代竹业重点县、笋竹精深加工示范县、

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重点县建设，加快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加大竹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开发利用研究，改进配套栽

培技术，推广使用竹林喷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鼓励支持各地

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的竹下经济。 

四是持续开展竹林碳汇方法学研究，开发储备一批竹林碳汇

项目，实施竹林增汇工程，鼓励开发竹林碳汇信贷产品，并通过

数字赋能强化监管和服务。同时，支持各地发展竹产业特色品牌，

组建区域性特色竹产品交易中心或网上交易运营平台，开展大宗

竹产品交易。鼓励各地依托“竹博会”等平台，积极举办各类竹

产业设计、创新、品牌推介活动。 

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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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署名：王智桢  林旭东 

联 系 人：林业改革与产业发展处  伍清亮 

联系电话：0591-88608099 

 

 

 

福建省林业局 

2023年 7月 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