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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办〔2022〕72 号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流县2023年度
松材线虫病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林场，各有关单位：

《清流县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实施方案》已通过市林

业局初审，省林业局审定(省防检局 2022 年 9 月 9日函)，并经县

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尽快组织实施，巩固防控成果，

遏制疫情严重发生和扩散蔓延。

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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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县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实施方案

松材线虫病是全球最具危险性、毁灭性的森林病害，松树

一旦感染松材线虫病，40 天左右就可死亡，3-5 年即可造成整

片松林死亡。2018 年来，该病害在我县呈加速扩散态势，已成

为当前林业建设中造成损失最为严重的灾害，形势十分严峻。

自疫情发生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防控资金，组织开展防治工作，努力遏制疫情的扩散蔓延。

到目前为止，全县累计（下同）完成防治性采伐改造松林 48073

亩（其中：除治性采伐改造 25570 亩、预防性采伐改造 22053

亩），清除各类枯死松树（含濒死树，下同）15590 株，松墨天

牛生物防治 44738 亩、化学防治 2079 亩，挂设松墨天牛诱捕器

3287 套、诱杀松墨天牛成虫 156758 只。

为进一步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

危害，保护全县森林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修正版）《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条例》《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林生发〔2018〕

117 号）《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1 版）》（林生发〔2021〕

93 号）《福建省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闽林〔2019〕2 号）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五年攻坚行

动方案（2021-2025）〉的通知》（闽林文〔2021〕61 号）及《福

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工作的通知》

（闽林〔2022〕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松材线虫病疫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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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布特点与防控目标，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森林资源及松林资源概况

我县东与永安市交界，南与连城县毗邻，北、西与宁化县

接壤，东北和明溪县相连。土地总面积 270.95 万亩，林地面积

231.44 万亩，森林面积（含乔木林、竹林、特殊灌木林）217.2

万亩，天然林面积 126.05 万亩、人工林面积 102.36 万亩；森

林覆盖率 80.19%，林木绿化率 80.26%，森林蓄积量 1631.06

万立方米。境内设有 13 个乡镇（14 个建档单位）、111 个行政

村。全县松林面积152.82万亩,其中马尾松林面积151.70万亩，

火炬松林面积 1.03 万亩，湿地松面积 0.09 万亩，占林地面积

的 66.03%。全县生态公益林面积 65.82 万亩，其中：国家级生

态公益林 57.79 万亩，省级生态公益林 8.03 万亩。松树作为乡

土树种中最大的种群，松树资源在我县森林资源中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和作用。

（二）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

1.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

2020 年度松材线虫病发生 858 亩，为 2020 年松材线虫病

春季普查新增面积，分布在赖坊、沙芜、田源 3个乡镇 5个村

11 个小班；2021 年度松材线虫病发生 44527 亩，其中 2020 年

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发生面积 38742 亩，秋普后新增 5785 亩，

分布在余朋、沙芜、赖坊、李家、灵地、田源、嵩口及长校共

8个乡镇 38 个村 406 个小班；2022 年度到目前为止，松材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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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生 42222 亩，主要分布在余朋、沙芜、赖坊、李家、灵地、

田源、嵩口及长校共 8个乡镇 51 个村 384 个小班（见表 1）。

表 1 清流县疫情发生情况列表

年 度

枯死松

树数量/

株

分布小

班/ 个

分布面

积 /亩

疫情发生情况

面积/亩 小班/个
行政村/

个
乡镇/个

2020 3014 1173 132714 858 11 5 3

2021 6620 1723 180429 44527 406 38 8

2022 3541 775 84476 42222 384 51 8

2.2022 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截至 8 月 30 日，2022 年度已完成防治性采伐改造松林

11949 亩（其中：除治性采伐改造 8853 亩、预防性采伐改造 3096

亩）占任务数 11816 亩的 101.13%，；清理各类枯死松树 3541

株、清理率 100%；松墨天牛生物防治 20138 亩；挂设松墨天牛

诱捕器 1000 套、诱杀松墨天牛成虫 10251 只（详见附表 1）。

3.现有疫情发生情况

截至目前，全县现有疫情面积 41710 亩，其中上年度结转

面积 33369 亩、2022 年秋普阶段性新增面积 8341 亩、新增病

枯死树 364 株，分布在余朋、沙芜、赖坊、李家、灵地、田源、

嵩口及长校 8个乡镇 50 个村 370 个小班（详见附表 3-1）。

二、目标与任务

（一）防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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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5 年攻坚目标：

以“消存量、控增量”为总目标，坚持“治（疫情除治）

改（松林改造提升）防（重点生态区防御）”并举、标本兼治的

防控策略。消存量，实现控制一批、压缩一批、拔除一批；控

增量，实现新发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除治、早拔除”。到

2025 年，全县疫情发生面积不超过 2.2 万亩，乡镇级疫点数量

控制在 8 个以内，努力实现省林业局提出的“疫情发生面积和

乡镇级疫点数量双下降，乡镇级疫点数量控制在 8个以内”的

目标。

2.2023 年目标：

（1）实现疫点数量不增加，疫情面积比上一年度减少 7%以

上。

（2）非干旱、火烧及其他明确由人为致死的枯死松树数量

比上一年度减少 5%以上。

（3）力争 2023 年底实现余朋乡无疫情。

（二）防治任务

1.监测普查。组织测报员及护林员对全县 152.82 万亩有

松林分布的林分开展松材线虫病春、秋季普查，关注枯死松树

的发生情况，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疫情。

2.枯死松树清理。在全县范围内及时清理在日常巡查与

春、秋季普查过程中发现的所有松病、枯死树（含濒死松树）。

根据近年枯死松树发生情况及当年的气象条件，预计 2023 年全

县枯死松树 3000 株（含一级保护公益林中的枯死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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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性采伐改造。根据省、市有关规定，将防治性采伐

改造任务（含除治性与预防性）纳入松林改造提升范围。计划

对全县疫情小班、不明原因枯死松树发生、原疫情发生的周边

小班、毗邻疫情发生区域的松林，实施防治性采伐改造，以防

止疫情的扩散，严防疫情反复，巩固防治成效。2023 年度拟完

成除治性采伐松林 9460 亩，分布在余朋、沙芜、赖坊、李家、

灵地、田源和嵩口 7 个乡镇 19 个村 80 个小班；完成预防性采

伐改造 3521 亩，为毗邻疫情发生的周边小班、疑似疫情小班、

拟松材线虫病发生小班和毗邻疑似疫情发生的周边小班的松

林，分布在余朋、沙芜、李家、田源、嵩口和龙津 6个乡镇 12

个村 54 个小班（详见附表 3、3-1、3-2）。

4.媒介昆虫松墨天牛综合防治

（1）生物防治。在 4-5 月施放新型生防菌剂或白僵菌（绿

僵菌）粉剂 3000 亩（兼治松毛虫），从而降低林间松墨天牛的

虫口密度，达到控制和减少病死树数量的目的（详见附表 3）。

（2）诱捕器诱杀。全县发生除治区部分松林及就地除害处

理点挂设 200 个，诱杀松墨天牛成虫。（详见附表 3-3）。

5.检疫检查。含山场检查、落地检查（即复检）、市场检

查（包括涉木企业检查），由林业执法大队牵头，森林警察、森

防检疫等配合电力、通信、水利、公路、铁路等部门及其项目

建设工地的松木材料开展检疫执法检查，加强松木采伐、生产、

运输、加工、除治、台账等监管工作，严厉打击涉疫木违法行

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内防扩散，外防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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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除治质量保证。所有采伐的松木都要进行除害处理（焚

烧、切片、旋切等）。

7.新增疫情除治。方案经省防检局审核后，若有新增疫情

可凭疫情鉴定报告实施除治性林分改造，非疫点乡镇确认发生

疫情的，开展应急除治，确保消除疫情。

三、疫情防治

（一）防控区划

1.分区。按照合理区划、分类施策的原则，结合重点生态

区位防御任务要求，综合本县松材线虫病和松枯死松树发生、

分布情况，充分考虑各重点生态区位及功能的不同，将全县松

林划分为松材线虫病发生除治区和重点防控区 2 个防控类型区

（详见附图 1）。

2.对策。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类型区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进行科学防控。

（1）发生除治区。将嵩口、余朋、沙芜、赖坊、田源、

灵地、李家和长校 8 个乡镇区域的松林与松木列为发生除治区，

龙津镇区域的松林与松木参照发生除治区管理。并采取以下对

策：一是加强检疫封锁，防止疫情扩散；二是实施快速拔除，

尽快采伐改造疫情发生小班以及疫情发生小班周边的松林，或

发生不明原因枯死松树的松林等；三是落实责任，清理所有枯

死松树；四是综合防治媒介昆虫松墨天牛，促进林分健康生长；

五是加强监测普查，及时发现疫情与隐患。

（2）重点防控区。辖区内除发生除治区外所有松林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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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列为重点防控区，并采取以下对策：一是严格检疫管理，防

止疫情传入；二是加强监测普查，确保及时发现疫情；三是对

突发疫情开展应急除治，严防疫情扩散；四是落实责任，及时

清理枯死松树；五是实施松林改造提升，提高森林自身防御能

力。

（二）主要防控措施

1.监测普查

组织形式：各乡镇林业站、国有林场等要严格按照技术规

范，按辖区对全县 152.82 万亩有松林分布的林分进行全面疫情

监测与普查。

（1）疫情监测

定期巡查辖区内松树，每月至少一次，重点是电网和通信

线路的架设沿线，通信基站、公路、铁路、水电等建设工程施

工区域附近，木材集散地周边，景区，原发疫情小班周边以及

疫区毗邻地区的松树，调查是否出现松树枯死、松针变色等异

常情况，取样鉴定是否发生松材线虫病。

（2）疫情普查

每年 1 次， 9-11 月开展秋季普查。对全县辖区内所有松

林，重点对电力、通讯等新建线路或维修区域、交通要道沿线、

工程建设区域附近、风景区的松林，尤其是频繁出现松树枯死

地带进行调查。查清松枯死松树分布地点、株数，并按技术规

程要求抽取枯死松树样品，进行分离鉴定，确定是否有松材线

虫。



— 9 —

（3）监测方法

踏查：以乡镇为单位，根据当地松林分布状况，设计可观

察全部林分的踏查线路。采取目测或使用望远镜等方法观测，

沿踏查线路调查有无枯死松树，或者出现针叶退色、黄化、枯

萎以及呈红褐色等松针变色症状的松树。一旦发现松树枯死、

松针变色等异常情况，立即按技术规定进行取样鉴定，确认是

否感染松材线虫病。一旦确认感染松材线虫病，立即进行详查。

无人机监测：利用无人机“查缺补漏”，主要监测范围是：

疫情发生小班及周边、枯死松树经常发生附近山场，怀疑可

能发生枯死松树的区域等。

2.枯死松树清理

适用于全县范围内的两种区划类型。

（1）采伐改造山场松枯死松树的采伐与清理。确定实施采

伐改造松林的范围和面积后，在实施采伐前，必须先行清理伐

区内的枯死松树（含濒死树，下同）。枯死松树清理由所在乡

镇聘请的防治服务或申请采伐业主组织实施。

（2）普查和监测过程发现的松树枯死松树的清理。9 月-

翌年 3月的所有病、枯死松树必须在 3月底前全面伐除完成，

4-8 月新发现的所有病、枯死松树应于 1-2 个月集中伐除一次。

所有病、枯死松树必须严格实施就地除害处理。疫点枯死松树

清理由所在乡镇聘请的防治服务组织实施，非疫点由所在乡镇

负责清理，林业站全程旁站式监理监管；特殊情况的由县林业

局指定防治服务组织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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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要求。枯死松树的伐桩高度低于 5cm，伐桩及根

部裸露部分剥皮；若伐桩发现天牛入侵孔、羽化孔或蛀道，则

在伐桩上放置磷化铝 1-2 粒，用 0.8mm 以上厚度的塑料薄膜覆

盖，用绳子或胶带在伐桩底部捆紧，用土四周压实塑料薄膜；

枯死松树主干及其直径 1 cm 以上的松枝桠一并就地实施粉碎

（削片）、旋切或者烧毁等除害处理。

3.防治性采伐

组织形式：各乡镇林业站及国有林场监管，采伐业主实施。

按照《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松材线虫病疫区和

疫木管理办法》（林生发〔2018〕117 号）、《福建省林业局转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修订的<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的通

知》（闽林文〔2019〕18 号）《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五年攻坚行动方案（2021-2025）〉的通知》

（闽林文〔2021〕61 号）《松材线虫病防控技术规程》（DB35/T

1451-201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开展松林改造。

2023 年计划防治性采伐改造 12981 亩（其中除治性采伐改

造 9460 亩、预防性采伐改造面积 3521 亩），采伐改造涉及 144

个小班（其中除治性 90 个、预防性 54 个），位于余朋、沙芜、

赖坊、李家、灵地、田源、嵩口和龙津共 8 个乡（镇）和省国

有林场场部工区（嵩口镇）。（详见附表 3-1、3-2）。

（1）审批管理要求：根据本《方案》（附表 3-1、2）中疫

情发生和松枯死木分布情况，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及时办理

采伐审批手续。在采伐审批前，以“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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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管理告知书”告知采伐申请单位（个人）采伐乡镇是否为疫

点、疫木采伐时间、疫木除害和运输等特殊要求，以及违法所

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要求其确认签字。

（2）时间要求。必须在媒介昆虫天牛非羽化期内（当年 10

月至翌年 3月底）完成除治任务。

（3）作业要求。采伐迹地上直径超过 1cm 以上的枝桠进行

全部清理；松木伐桩高度小于 5cm，开便道暴露地面的松树树

头必须掩埋。

（4）疫木除害处理要求。

所有疫木必须在山场就地实施粉碎（削片、旋切）或者烧

毁处理，粉碎物短粒径不超过 1cm（削片厚度不超过 0.6cm），

旋切厚度小于 0.3cm。木芯和边角料等剩余物必须及时粉碎或

烧毁、碳化处理。本处“山场就地”是指采伐山场、采伐山场

的山下或者集中连片疫情发生区域内的适宜场所。

4.松墨天牛综合防治

组织形式：相关林业站及国有林场实施，县森防检疫站监

管。

（1）生物防治。4-5 月，结合松毛虫防治，按 0.5 公斤/

亩施放新型生防菌剂或白僵菌（绿僵菌）粉剂，以降低林间松

墨天牛的虫口密度，达到控制和减少松枯死松树数量的目的。

2022 年计划防治面积 3000 亩。（详见附表 3-3）

（2）诱捕器诱杀。4-11 月，在发生除治区疫情小班分布松

枯死较多的中心区域（严禁在疫情发生区和非发生区交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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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选择林中空地、林道旁或山脊两侧等相对通风地段挂设

松墨天牛诱捕器，诱杀松墨天牛成虫，降低林间松墨天牛种群

密度。诱捕器专人管理，以乡镇（林场）为单位编号。每个诱

捕器设置后编号也随之固定，不得随意变动。诱捕器挂放后需

测定经纬度、及时填写诱获松墨天牛统计表，并在 1:10000 林

相图上标注位置。按照诱芯高效持续期，每月或两个月更换一

次诱芯。2023 年计划挂设诱捕器 200 个，其中主要集中在沙芜

乡、赖坊镇及李家乡。

5、检疫检查

一是由县林业局组织县林业执法、森林警察大队、森防检

疫站、乡镇林业站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定期对木材加工

厂、使用木质包装材料（含包装箱、电缆盘、垫木等）单位进

行检疫检查；二是对从辖区外调入的松木及其制品严格执行检

疫申报、检疫复检、台帐管理和使用回收销毁等管理制度，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从疫区调入松苗、松木及其制品，杜绝

人为传播。

（三）监管措施

1.枯死松树监测及清除质量监管

通过日常监测与专项普查，结合林长制森林管理机制，建

立县、乡（镇）、村（专职巡山员）网格化林业有害生物害监测

与源头监管机制，及时发现枯死松树。并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化

服务，积极采取由防治专业队承包的形式，开展枯死松树清理

工作，提升防控效果。为确保作业质量，枯死松树烧毁处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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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全过程旁站式监理监管，填写相关的现场记录表格，现场

人员监管要签字确认，焚烧过程注意防火等确保安全。

2.疫木采伐监管

采伐申请单位（个人）在办理松树采伐审批手续时，应知

晓《松材线虫病疫木采伐、运输管理告知书》并签字确认；对

预防性采伐、除治性改造的松林山场采伐期间，林权单位应根

据伐区生产的具体情况，在采伐作业前，确定具体的监管人员，

安排专人看管好采伐木堆头，将责任落实到人，严禁群众偷盗

采伐木及拣拾松枝桠当薪柴。

3.疫木运输监管

采伐木运输过程必须两头喷红漆标记，捆紧扎牢，凭《检

疫处理通知单》调运到林业主管部门确认的采伐木加工处理点

进行旋切或切片，当地乡镇林业站应建立采伐松木运输台帐，

《检疫处理通知单》由松树采伐地所在地乡镇林业站签发。严格

疫木源头管理，及时推进作业进度，确保伐区生产及木材调运

在 2023 年 3月底前全部完成。当地林业站、乡镇人民政府要加

强对疫木采伐、运输、加工情况进行监管，严防疫木流失。

4.疫木除害处理监管

①疫木除害处理企业。所除害处理场所需采取封闭式规范

管理，应具备围墙（围栏等）、堆场、大门和门卫等基本条件，

在松木加工区域配置视频监控系统，制定疫木除害处理管理措

施（包括疫木除害处理承诺书、疫木除害处理管理制度、疫木

堆头管理制度）。我县余朋乡、沙芜乡、赖坊镇、李家乡、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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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田源乡及灵地镇的疫情属于集中连片。疫情发生乡镇适宜

除害处理点为：清流县九龙湖木业有限公司（沙芜乡）、三明清

流汇翔木业有限公司（沙芜乡）、三明清流汇翔木业有限公司赖

坊分公司（赖坊镇）、清流县源昌木制品加工有限公司（田源乡）、

清流县顺彬木业有限公司（余朋乡）、福建立兴林业有限公司（嵩

口镇）、李家乡盛益木材加工经营部，同时我县将根据疫情发生

情况及疫木除害处理需要，在防治山场就近增设疫木除害处理

点。

新增疫木就地除害处理点由县林业局党组研究确定，并向

县政府办报备。

重点防控区因征占用林地等采伐的疫木，可就地除害处理

（就地除害处理点由县林业局确定），或运至发生处理区除害

处理点除害处理。

严禁发生除治区内的疫木运到发生除治区外除害处理。

②疫木就地除害处理与监管。发生疫情的乡镇疫木除害处

理依据就地就近除害处理原则强化管理，疫木除害处理企业调

入的疫木，只能进行旋切或切片，禁止转卖、异地加工或转作

他用，并指定专人接收疫木，建立松木调入台账。疫点乡镇和

非疫点乡镇的疫木分区、标牌堆放，除害处理期间应在堆场悬

挂松墨天牛诱捕器，加工剩余物及时烧毁，不得作为他用或运

出厂区。疫木除害处理完毕和清场之后，必须由当地林业站进

行现场核查验收。

（四）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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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档案内容。主要包括防治方案、应急预案，有关文件（包

括本级政府和林业部门领导重要讲话、重要政策、资金配套安

排、专题会议和督查通报等）；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材料（春

秋季普查报表、取样鉴定表、发生小班表等）；检疫检查相关

材料（涉木企业备案、检疫和检查情况）；防治相关材料（包

括防治和监理合同、防治和监理记录、进度报表、检查验收、

工作总结等），以及联防联治、宣传培训等相关图片或影像资

料等。

2.档案管理。各乡镇、林业各单位及相关部门要建立和完

善档案资料。按照档案管理的规范和要求，对涉及松材线虫病

防控的所有文件、方案、报表、政策、备案表、以及各种图片

和影像材料进行分门别类的归档并妥善管理。

四、除治质量验收及绩效评价

（一）质量验收

1.组织形式：乡（镇、场）自查，县林业局根据实际情况

委托第三方或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多形式进行抽查。

2.检查时间：根据各项防治技术开展的时间和检查内容，

确定各项防治措施的检查时间。松材线虫病防治检查每年开展

2 次，第 1 次春季检查安排在 4-5 月间；第 2 次年度检查安排

在 12 月至翌年 1 月。4-10 月份开展诱捕器挂设、换药、收虫

抽查工作；4-6 月检查白僵菌防治情况；日常开展松林巡查及

枯死松树清理抽查。

3.检查内容：⑴松枯死木清除任务完成情况；⑵防治性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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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任务完成情况和质量；⑶松墨天牛综合防治措施完成情况；

⑷疫情监测、秋季普查情况；⑸除害处理场所疫木除害处理情

况，除治山场周边居 民房前屋后薪材、木材存放情况；⑹内业

技术资料收集和档案建立情况。

4.检查方法：采取外业和内业相结合的检查方法。内业检

查由各林业站自查、林业局抽查，外业检查由各林业站组织相

关单位对除治山场的施工质量、进度进行，林业局组治按比例

进行抽查。

5.不合格的处理措施

采取阶段和年度通报方式。对不合格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书，经屡次整改不合格的进行全县通报。

（二）成效检查与评价

1.组织形式。根据松材线虫病防控情况，采取县级自查、

设区市核查的形式组织开展。

2.检查时间。秋冬季，可结合秋季普查结果复核工作进行。

3.检查内容。检查防控区内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情况，媒

介昆虫防治、疫木除治、疫木监管、检疫封锁等情况。

4.成效评价。对照上年度秋季普查疫情发生情况，评价年

度防控成效。检查结果纳入林长制考核，评定分值。并对社会

化社会化防治服务组织进行信用评价，上报上级林业主管部

门。

五、经费预算

（一）防控经费预算



— 17 —

按照清流县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计划，松材线虫

病防控经费预算共为 689.9908 万元，主要由以下七项构成：

1.疫情监测普查经费 40.564 万元

（1）监测普查经费 30.75 万元。

全县松林面积 152.82 万亩，监测内容包含春秋季普查、松

枯死松树季度调查、月巡查等。按平均每亩 0.2 元计，共需监

测经费 152.82 万亩×0.2 元/亩﹦30.564 万元。

（2）监测检测设备经费 10.0000 万元。

购置望远镜等监测检测设备，预算 10 万元。

2.清理各类枯死松树经费 210 万元

3000 株×0.07 万元/株﹦210 万元 。

3.综合防治松墨天牛经费 19.9 万元

（1）诱捕剂诱杀经费 12.4 万元。

挂设诱捕器 200 个。

①诱芯：200/个/次×3次×140 元/个﹦8.4 万元；

②工资（含绳子等材料费）：200 个/年×200 元/个﹦4 万

元；

（2）生物防治经费。白僵菌或绿僵菌防治面积 3000 亩，

用药费 10 元/亩，人工费 15 元/亩，合计 0.3 万亩×25 元/亩

﹦7.5 万元（含防治器械）。

4.防治性采伐改造经费 389.43 万元

（1）林地清理费。要求松木伐桩 1cm 以上枝桠的就地除害

处理，除治性采伐改造林地清理费用预计 9460 亩×300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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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8 万元；预防性采伐改造林地清理费用 3521 亩×300 元/

亩﹦105.63 万元，待防治性采伐改造第三方验收合格后由保险

理赔费支出，林分未参保或不足部分采伐申请者自理。

（2）采伐设计费。由申请采伐者支付。

5.检疫执法工作经费 10 万元

包括检疫执法检查（含制服）、检疫复检，疫木监管与加工

企业管理。

6.防治管理经费 20.0968 万元

用于方案制定、监理、招投标、专家评审、宣传、培训，

除治督导、检查验收、考核、会议等费用，按照防治费用 669.894

×3%﹦20.0968 万元。

7.若发生新疫情，除治费用另行预算。

（二）资金筹措

2023 年度我县松材线虫病防控经费预算共为 689.9908 万

元，这是一项防灾救灾工程，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办

〔2015〕61 号），防控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同时林业部门积极向

上争取、保险理赔等多渠道多层次筹集防治资金保障此项工作

的顺利开展。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

坚持“属地管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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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负责全县松材线虫病防控

工作。县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林业办公室具体负责松

材线虫病防控方面相关日常事务。

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责任的主体，

对本辖区的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负总责，要不折不扣贯彻中央

有关生态安全保护的决策部署，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落实

国务院有关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决策部署;要按照防治目标责

任制，将松材线虫病防治目标完成情况列入本级政府绩效考核

评价指标体系和林长制考核内容，确保防治责任落实到位，按

时完成防治目标任务;要将松材线虫病疫情普查、监测预报、检

疫封锁、疫情除治和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要精心组织除治专业队伍，并加强除治专业队的管理，切实采

取措施，及时开展防治性林分改造；要制定本行政区域有关松

材线虫病疫情防治的应急预案和防治方案，并全面组织实施，

确保疫情防治组织到位，疫情处置到位。村委会必须清理除害

枯死松树，护林员必须加强对辖区内松林监测调查，发现松树

枯死树，及时报告，并对不明原因枯死的松树进行取样，送县

森防检疫站检测。

县林业部门要结合本县实际，科学编制松材线虫病年度防

控实施方案，落实各项具体防治措施，提供防治技术，开展具

体指导和检查验收工作，不定期对除治山场和除害处理进行检

查，确保除治成效。要加快采伐改造进度，确保年度采伐改造

任务翌年 3月底前全面完成，同时造林绿化项目与松材线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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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要相结合，避免疫情发生。建立和完善疫情监测和报告制

度，及时组织开展春、秋季松材线虫病普查和松枯死松树监测

调查工作，发现枯死松树要及时取样鉴定、送检，准确排查疫

情。要监测普查到位，防治技术到位，监督指导到位，疫木监

管到位。要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深入排查

违法违规采伐、运输、加工、经营和使用疫木及其产品行为，

查清疫木及其产品来源，消除疫情传播扩散隐患。要坚决查处

一批违法违规案件，果断曝光一批典型案件，有效震慑违法违

规行为。

县电力、通信等部门新建项目或线路更新改造要及时报备

我县森防检疫部门，以加强联合监管工作。在与订（供）货单

位签订用木质作为包装材料的商品合同时，应当把“不使用松

木作为包装”和“木质包装材料必须提供《植物检疫证》”列入

条款，明确违约责任，并按合同要求，专人验收后进仓入库。

要将松木质包装材料用后销毁纳入施工合同，列为工程竣工验

收条款之一；施工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木质包装材料用后立

即集中销毁工作，及时记录销毁时间、地点、数量、种类等，

消除疫病传播扩散隐患。

县财政部门要做好松材线虫病监测、预防和除治所需资金

的项目申请、资金筹集和拨付，及时将省、市下达的专项扶持

资金落实到位。

县公安部门要协助做好疫情封锁、疫木的除害处理、检疫

检查和重点预防区的社会治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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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运输、邮政等部门要加强对运输、邮寄林业植物及

其产品的管理，对未依法取得植物检疫证书的，应禁止运输、

邮寄。

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林业主管部门加强对木材

经营、加工单位的监督管理。

县公路部门要协助做好本辖区内非公路公益宣传牌设置和

管理。

县宣传部门要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单位开展疫情防控公益性

宣传，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的防控意识。

省属及县属国有林场负责各自经营区范围内疫情监测、预

防和除害工作，包括枯死松树调查、采样、清理及除害；诱捕

器挂设及松墨天牛收集、汇总、上报；疫情调查、除治性与预

防性采伐。及时向县林业局上报疫情监测数据。

县莲花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县大丰山省级森林公

园工作站要落实疫情监测普查，抓好日常监测，做好专项普查。

县保险公司要按照《福建省森林综合保险承保理赔业务规

程》有关规定做好勘验、理赔工作，确保赔付及时、足额，提

供优质、满意的理赔服务。

各乡镇及相关单位要切实做到思想到位、组织到位、责任

到位、措施到位，真正把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推行专业队防治，确保防控质量

推行专业队（公司）承包方式，即组织有经验、懂管理的

专业防治队负责实施松木采伐与迹地清理，作业前由林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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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防治队签订合同，明确木材采伐、运输、安全利用和采伐

迹地清理的完成时间和技术要求，并由县林业局与乡镇（场）

等联合监管。

（三）保障经费投入，严格资金管理

根据福建省下达防控目标责任要求，松材线虫病防控经费

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按照地方投入为主，上级补助为辅的原

则，在积极向省上争取专项补助的同时，各乡镇（场）和林业

部门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加强对防控经费使用管理，建

立有效的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制度，确保辖区内防控工作顺利

开展。

（四）加强宣传培训，提高防控成效

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培训、乡镇圩天、广告牌等多种手

段，宣传松材线虫病危害性，普及防控知识、法律法规，提高

群众的防控意识。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会议做好基层监测和

防治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特别是做好乡镇（场）和村级监测

员、护林员的培训，提高防控成效。

（五）沟通病情信息，协同联防联治

加强与毗邻县（市）的联系，协调完善与周边县、市的林

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通报及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周边

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除治。

（六）严格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考核

县林长办公室将于年底对各乡镇（场）防控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对领导到位、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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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任务目标完成好的乡镇（场）,予以表彰；对不能认真履行

责任，没有完成防控任务目标的乡镇（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人的责任。

附件：1.2022 年松材线虫病防控情况统计表

2.2022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和枯死松树分布情况一

览表松枯死木分布一览表

3.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控区划和计划一览表

3-1.2023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小班和除治性采伐计

划一览表

3-2.2023 年松材线虫病预防性采伐计划一览

3-3.2023 年松墨天牛综合防治计划一览表

4.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预算表

附图：1.清流县 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区划图

2.清流县 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采伐改造小班图



— 24 —

附表1

2022年松材线虫病防控情况统计表

乡（镇、

场）

清理枯死松树
防治性采伐 媒介天牛综合防治

打孔注药 其他措施

备注
除治性采伐 预防性采伐 诱木防治 以菌治虫 以虫治虫 药物防治 诱捕器挂设

数量/

株

完成

率/%

计划/

亩

完成/

亩

计划/

亩

完成/

亩

计

划/

亩

完

成/

亩

计划/

亩

完成/

亩

计

划/

亩

完

成/

亩

计

划/

亩

完

成/

亩

完成/

个

诱捕数

/只

计划

/株

完成

/株
计划 完成

清流县 3541 100% 8081 8853 3735 3096 0 0 1000 20138 0 0 0 0 1002 10251 0 0 0 0

余朋乡 70 100% 1442 1395 203 196 8 482

沙芜乡 514 100% 1117 447 517 395 5273 347 2481

赖坊镇 717 100% 2150 2340 274 79 1000 12083 399 3784

李家乡 932 100% 278 681 168 168 2782 55 885

灵地镇 62 100% 869 1129 307 280

邓家 356 100% 300 450 51 1830 灵地镇

田源乡 312 100% 390 522 388 220

嵩口镇 324 100% 1535 1756 1878 1758 97 752

长校镇 76 100% 133 45 37

龙津镇 164 100%

里田乡 100%

嵩溪镇 1 100%

林畲镇 5 100%

温郊乡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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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2023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和枯死松树分布情况一览表

乡（镇、

场）

松林面积

/万亩

枯死松树分布情况 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

备注
上一年度 秋季普查 发生面积/亩

枯死松

树/株

疫情小

班/个数量/株
取样数

量/株

分布面积

/亩

数量/

株

取样数量

/株

分布面积

/亩

上一年度

结转

本年度新

增
累计

清流县 1530399 3541 1249 84476 370 370 9638 33369 8341 41710 364 370

余朋乡 133131 70 74 4004 24 24 1259 1350 1259 2609 24 25

沙芜乡 124008 514 149 16035 33 33 491 10840 317 11157 33 90

赖坊镇 105009 717 171 14280 128 128 2830 11036 2222 13258 128 112

李家乡 73326 932 213 7830 84 84 1998 2720 1998 4718 84 41

灵地镇 86616 62 47 3280 7 7 204 37 204 241 7 3

邓家 54069 356 143 10300 1496 1496 13 灵地镇

田源乡 103319 312 152 10366 10 10 393 2937 308 3245 7 44

嵩口镇 179325 324 194 11692 81 81 2370 1337 2033 3370 81 28

长校镇 125798 76 23 1514 1616 1616 14

龙津镇 158609 164 78 4111 3 3 93 0

里田乡 57073 0 0

嵩溪镇 129997 1 0 0 0

林畲镇 100677 5 5 418 0

温郊乡 99442 8 0 6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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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2023年松材线虫病防控区划和计划一览表

乡（镇、

场）

防控区

划

松林面积

/亩

清理枯

死松树

/株

防治性采伐 媒介松墨天牛综合防治
打孔
注药

其他措
施

备注
合计/亩

除治性/
亩

预防性/
亩

诱木引
诱防治/

亩

以菌治
虫/亩

以虫治
虫/亩

药物防
治/亩

挂设诱
捕器/个

清流县 1528207 3000 12981 9460 3521 0 3000 0 0 200

余朋乡

发生除

治区

129874

2900

1895 1259 636

沙芜乡 123234 514 491 23 1000 80

赖坊镇 104617 2830 2830 2000 100

李家乡 74815 2765 1998 767 20

灵地镇 86484 204 204

邓家 55142 0 灵地镇

田源乡 101226 664 308 356

嵩口镇 178942 3635 2370 1265

长校镇 126620 0

龙津镇 158016 474 474 参照管理

里田乡

重点预

防区

57149

100

0

嵩溪镇 130986 0

林畲镇 101469 0

温郊乡 996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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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1

2023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小班和除治性采伐计划一览表

疫 情 发 生 情 况
上年度结

转/亩

本年

度新

增/亩

除治性

采伐/亩
备注

乡镇、场
行政村(工

区)
林班 大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枯死松

树/株
小班面积/亩

50 0 0 370 0 0 364 41710 33369 8341 9460

余朋 4 25 0 24 2609 1350 1259 1259

泰山 001 03 020 7马3阔 商品林 2 295 295 295

001 05 010 8马2阔 商品林 5 224 224 224

001 05 020 8马3阔 商品林 2 100 100 100

001 05 030 9马1阔 商品林 4 132 132 132

余朋 031 10 020 10马 商品林 165 165

031 11 020 10马 商品林 83 83

东坑 034 01 080 10马 商品林 9 9

034 03 010 10马 商品林 110 110

035 10 030 10马 商品林 64 64

035 17 030 10马 商品林 126 126

036 03 010 10马 商品林 12 12

036 06 020 10马 商品林 88 88

036 07 020 10马 商品林 21 21

036 07 030 10马 商品林 195 195

037 15 010 5杉5马 商品林 3 130 130 130

037 15 040 6杉4马 商品林 47 47

037 21 020 8马2杉 商品林 2 137 137 137

037 22 030 10马 商品林 11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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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25 050 10马 商品林 3 74 74 74

蛟坑 039 03 180 9阔1马 商品林 1 70 70 70

039 05 040 6马4阔 商品林 2 97 97 97

041 02 040 10马 商品林 47 47

041 03 040 10马 商品林 43 43

041 04 020 10马 商品林 78 78

041 05 010 10马 商品林 151 151

沙芜 5 90 0 33 11157 10840 317 491

新矶 001 03 020 9硬1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66 166

001 15 010 7硬3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52 52

002 03 010 10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55 255

002 04 020 8硬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02 202

002 06 010 9硬1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73 173

003 01 050 6杉3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71 371

003 01 080 8硬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1 31

003 02 030 6杉3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65 65

003 04 010 5马4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205 205

003 04 030 6硬4马 商品林 89 89

003 05 020 8硬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57 257

003 06 010 6阔4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99 399

003 07 010 6硬4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21 321

003 08 010 8阔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62 162

003 08 030 6硬4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01 201

004 07 010 5马4阔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204 204

004 08 030 7硬3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9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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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09 030 5硬5湿地松 国家二级公益林 81 81

004 10 010 5硬5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76 176

004 10 020 5硬5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64 164

004 10 040 6马4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72 72

006 05 040 8马2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6 134 134 134

006 06 010 8马2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08 108

006 06 020 7马2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1 111

007 03 010 7马2阔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55 155

007 07 01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25 125

008 01 010 5硬4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332 332

008 01 040 8杉2硬 商品林 33 33

008 02 010 5马4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8 118

008 02 030 7马3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69 169

008 10 020 7马3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47 47

铁石 005 03 020（1） 9杉1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5 53 53 53

005 04 050 7杉3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62 162

005 05 030 9硬1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88 188

005 06 01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1 111

005 06 020 7马2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291 291

005 08 080 9杉1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9 39

011 02 050 9马1杉 商品林 24 24

011 04 010 8杉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78 178

011 04 020 10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57 57

012 06 020 5马5杉 商品林 153 153

013 01 010 7马2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227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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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01 060 5马3杉2硬 商品林 9 9

013 02 02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270 270

013 02 030 9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73 73

013 02 040 5硬5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76 76

014 01 030 7杉2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02 102

015 01 030 4硬3马3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84 184

015 02 020 5硬5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32 332

015 03 030 5马4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203 203

015 04 010 7马3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6 123 123 123

洞口 016 16 020 8马2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57 157

017 02 010 7硬3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7 117

017 02 020 9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98 198

白塔 020 06 020 10马 商品林 15 15

021 09 060 6马4杉 商品林 12 12

021 19 030 10马 商品林 24 24

021 19 060 10马 商品林 31 31

021 19 210 10杉 商品林 25 25

上坪 022 03 06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50 50

022 04 010 8杉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 68 68 68

022 04 020 毛竹林 国家二级公益林 3 32 32 32

022 04 080 5马5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41 41

022 04 090 10马 商品林 51 51

022 04 120 5马5杉 商品林 3 8 8 8

022 04 130 8马2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3 13

022 04 15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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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05 040 7杉3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87 87

022 06 010 10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59 159

022 07 10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20 120

023 09 010 7杉3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8 118

023 09 02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40 40

023 09 030 6马3杉1硬 商品林 41 41

023 12 040 6马4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6 116

023 13 020 10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61 161

023 13 030 6马3杉1木荷 国家二级公益林 58 58

023 13 050 9杉1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48 48

024 13 07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8 73 73 73

023 14 010 8杉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9 119

024 03 050 6马3杉1硬 商品林 106 106

024 04 010 9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10 210

024 04 03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56 56

024 07 090 8杉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52 52

024 12 030 8马2杉 商品林 132 132

026 03 010 9杉1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2 112

026 03 020 8马2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0 30

026 03 030 9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61 61

026 05 04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90 90

026 06 030 9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54 154

026 06 040 9马1硬 国家二级公益林 98 98

赖坊 8 112 0 128 13258 11036 2222 2830

姚家 001 02 030 7马3杉 商品林 11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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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3 020 10马 商品林 176 176

001 04 010 5马5杉 商品林 153 153

001 06 020 9马1杉 商品林 218 218

001 07 050 10杉 商品林 10 10

001 08 010 10杉 商品林 76 76

001 10 010 10杉 商品林 104 104

002 03 010 毛竹 商品林 56 56

002 06 010 10马 商品林 28 28

002 06 060 其他经济林 商品林 14 14

002 07 040 8杉2马 商品林 34 34

002 10 010 7马3杉 商品林 126 126

002 11 020 10马 商品林 77 77

002 12 020 10马 商品林 22 22

002 12 030 10杉 商品林 18 18

东山 003 01 010 10马 商品林 139 139

003 01 020 灌木林地 商品林 131 131

003 02 010 10杉 商品林 81 81

003 11 010 10马 商品林 95 95

003 11 030 10马 商品林 47 47

003 11 040 10马 商品林 59 59

003 11 050 油茶 商品林 82 82

003 12 040 10马 商品林 26 26

004 01 020 10马 商品林 159 159

004 05 010 10马 商品林 249 249

004 06 010 10马 商品林 12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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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06 020 10马 商品林 172 172

004 07 010 10马 商品林 140 140

004 11 010 10马 商品林 196 196

南山 005 01 040 10杉 商品林 30 30

005 12 010 10马 商品林 180 180

006 02 040 10马 商品林 5 75 75 75

006 02 060 10马 商品林 7 86 86 86

006 05 010 10马 商品林 6 67 67 67

006 05 030 10马 商品林 8 156 156 156

006 09 010 7杉3马 商品林 244 244

006 13 010 10马 商品林 151 151

007 02 01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36 236

007 03 010 7马3杉 商品林 127 127

007 03 050 9杉1马 商品林 92 92

007 06 020 10马 商品林 134 134

009 02 040 10马 商品林 84 84

009 04 010 油茶 商品林 142 142

010 02 030 7杉3马 商品林 74 74

010 04 010 10马 商品林 235 235

031 03 020 9马1栎 国家二级公益林 65 65

省林场

031 04 150 10马 商品林 2 89 89 70

031 06 02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2 112

031 07 020 6阔4马 省三级公益林 1 9 9 9

031 07 040 10马 省三级公益林 3 296 296 196

031 07 05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4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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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08 03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76 276

031 09 04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44 144

赖武 013 01 010 8马2阔 商品林 249 249

013 02 020 10杉 商品林 128 128

013 02 030 10杉 商品林 30 30

013 05 030 9杉1马 商品林 63 63

013 07 010 10杉 商品林 58 58

013 07 020 6马2阔2杉 商品林 17 17

013 11 010 7杉3马 商品林 219 219

015 03 010 6马4阔 商品林 159 159

015 04 030 8阔2马 商品林 153 153

016 01 020 10马 商品林 126 126

016 02 020 油茶 商品林 322 322

018 01 010 10马 商品林 49 49

018 02 010 10马 商品林 73 73

018 03 030 桃 商品林 15 15

赖安 014 02 040 7马3杉 商品林 44 44

014 05 010 8杉2马 商品林 102 102

014 06 010 8马2阔 商品林 182 182

014 06 030 10杉 商品林 121 121

014 06 040 10杉 商品林 88 88

陈家 017 02 050 茶叶 商品林 99 99

017 05 040 8马2杉 商品林 2 58 58 58

017 05 070 7马3杉 商品林 4 23 23 23

017 05 080 7马3杉 商品林 6 48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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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06 010 9马1杉 商品林 5 65 65 65

017 08 030 10马 商品林 155 155

017 10 010 9马1杉 商品林 4 120 120 120

官坊 019 04 030 10杉 商品林 68 68

019 06 010 10马 商品林 223 223

019 12 040 9马1杉 商品林 80 80

019 13 020 10马 商品林 6 111 111 111

019 14 010 9马1杉 商品林 7 176 176 176

019 15 020 5马5杉 商品林 67 67

019 15 050 8马2杉 商品林 95 95

020 02 010 8马2杉 商品林 92 92

020 02 040 8马2杉 商品林 240 240

020 02 050 6马4杉 商品林 4 77 77 77

020 05 050 8马2阔 商品林 16 16

020 07 030 8马2杉 商品林 10 193 193 193

020 09 030 10马 商品林 4 132 132 132

020 09 040 10马 商品林 3 111 111 111

020 11 030 9马1杉 商品林 5 135 135 135

020 11 040 10马 商品林 2 148 148 148

020 12 010（1） 10马 商品林 7 150 150 150

020 12 020 5马5杉 商品林 4 118 118 118

020 12 030 6马4杉 商品林 3 101 101 101

020 13 010 10马 商品林 213 213

020 13 020 6马4杉 商品林 9 261 261 261

020 15 030 5马5杉 商品林 11 144 14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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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下 021 01 070 10马 商品林 68 68

021 01 080 毛竹 商品林 24 24

021 02 010 毛竹 商品林 37 37

021 05 010 7马3杉 商品林 220 220

021 08 010 10马 商品林 144 144

021 08 020 10马 商品林 107 107

021 10 030 10马 商品林 145 145

021 11 01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41 141

024 10 02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76 176

025 05 01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96 196

031 17 020 10马尾松 国家二级公益林 104 104 省林场

李家 7 41 0 84 4718 2720 1998 1998

罗坑 001 02 080 6马4杉 商品林 19 19

002 03 020（1） 8马2阔 商品林 3 126 126 126

003 03 030 6马4杉 商品林 141 141

003 05 010
4硬阔4马2

杉
商品林 277 277

003 05 030 6硬阔4马 商品林 144 144

003 05 040 7马3硬阔 商品林 113 113

003 06 010
4硬阔4马2

杉
商品林 72 72

003 06 030 10马 商品林 149 149

003 06 040 8马2硬阔 商品林 172 172

003 09 030 10马尾松 商品林 144 144

古坑 006 04 030 8马2硬阔 商品林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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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07 010 10马 商品林 177 177

鲜水 011 01 030 10马尾松 商品林 158 158

011 01 090 10马尾松 商品林 47 47

011 06 010 10马尾松 国家二级公益林 108 108

011 07 03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35 135

吴家 015 07 050 10马 商品林 79 79

016 05 030 10马 商品林 105 105

016 08 010 10马 商品林 4 82 82 82

016 08 020 10马 商品林 5 121 121 121

016 09 020 9马1硬 商品林 5 168 168 168

016 09 040 9马1硬 商品林 3 89 89 89

016 13 010 10马 商品林 5 85 85 85

016 13 020 10马 商品林 4 98 98 98

016 13 030 10马 商品林 3 92 92 92

河背 017 08 01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93 193

长灌 018 03 010 5马3杉2阔 4 43 43 43

018 04 020 10马 商品林 110 110

019 01 010 10马尾松 商品林 56 56

019 01 020 10马尾松 商品林 62 62

019 02 010 10马 商品林 108 108

019 02 020 10马 商品林 110 110

早禾排 020 03 010 10马 商品林 6 145 145 145

020 04 010 10马 商品林 7 177 177 177

020 04 020 10马 商品林 6 145 145 145

020 07 020 10马 商品林 5 49 4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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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07 100 10马 商品林 6 67 67 67

020 07 120 10马 商品林 3 73 73 73

020 08 010 9马1硬 商品林 6 226 226 226

020 08 020 10马 商品林 5 141 141 141

020 08 030 10马 商品林 4 71 71 71

灵地 2 3 0 7 241 37 204 204

步云 002 14 010 7马2杉1阔 商品林 4 96 96 96

002 14 020 5阔4马1杉 商品林 3 108 108 108

灵地 011 03 040 毛竹林 商品林 37 37

邓家 7 13 0 0 1496 1496 0 0 灵地镇

吉龙 001 06 02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40 240

001 13 02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55 155

尤坊甲 005 12 010 10马 商品林 192 192

005 12 020 10马 商品林 30 30

005 17 010 10马 商品林 204 204

田中 006 06 04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59 259

马寨 007 06 010 10马 商品林 40 40

007 08 010 10马 商品林 31 31

坑甲 008 09 03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49 49

邓家 009 04 020 5马3阔2杉 商品林 178 178

古洋 010 08 010 7马3杉 商品林 32 32

010 08 030 7马3杉 商品林 60 60

010 10 010 7马3杉 商品林 26 26

田源 4 44 0 7 3245 2937 308 308

廖武 001 06 100 8马2杉 商品林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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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06 070 10马 商品林 5 5

田源 012 02 030 10马 商品林 36 36

012 02 040 10杉 商品林 30 30

012 04 060 6杉2马2阔 商品林 31 31

013 01 070 10杉 商品林 13 13

013 07 040 6杉4马 商品林 8 8

013 08 060 10马 商品林 11 11

013 10 070 10马 商品林 28 28

新村 016 04 080 8杉2马 商品林 17 17

016 10 010 10马 商品林 80 80

016 10 020 5马5油茶 商品林 43 43

016 13 01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71 71

016 13 12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51 51

017 06 080 5马5杉 商品林 45 45

017 07 090 10阔 商品林 70 70

017 08 030 7马3 阔 商品林 231 231

017 08 060 10马 商品林 232 232

017 11 020 6马4油茶 商品林 19 19

017 14 020 10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31 31

017 14 030 7杉2马1阔 商品林 153 153

田口 015 05 060 7马3阔 商品林 5 129 129 129

015 07 010 6马4杉 商品林 2 179 179 179

015 09 020 10杉 商品林 128 128

015 13 010 7马3杉 商品林 58 58

015 13 070 8杉2马 商品林 40 40



— 40 —

015 13 080 7马3杉 商品林 59 59

015 17 010 6杉4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9 19

015 17 11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3 33

015 18 04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3 33

015 21 03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21 21

015 21 040 油茶 国家二级公益林 73 73

021 03 010 6马4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177 177

021 16 03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39 39

021 18 01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88 88

021 18 02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42 142

021 23 02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31 131

021 23 110 10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 11

021 24 04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114 114

021 24 060 9马1杉 国家二级公益林 48 48

023 07 110 桂花 商品林 41 41

024 10 020 7马3栎 国家二级公益林 146 146

省林场024 10 040 5马4杉1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176 176

024 13 030 8马2木荷 国家二级公益林 132 132

嵩口 9 28 0 81 3370 1337 2033 2370

高坑 002 07 020 10杉 商品林 66 66

嵩口 006 13 020 10杉木 国家二级公益林 96 96

006 13 060 8阔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20 120

008 01 070 8马2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33 33

008 05 070 9马1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21 21

高赖 009 06 10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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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寨 023 01 090 10杉 商品林 133 133

马排 031 05 030 5杉3马2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4 98 98 98

031 11 010 7马2杉1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4 56 56 56

031 11 040 6马2杉2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5 149 149 149

031 11 050 国家二级公益林 3 120 120 120

031 13 050 9阔1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6 256 256 256

032 03 010 7马3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139 139

033 14 020 7马3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5 71 71 71

033 14 050 8马2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3 62 62 62

034 04 020 7杉3马 商品林 5 70 70 70

围埔 038 08 010 9马1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50 50

大元 041 04 010 7阔3马 商品林 3 476 476 476

041 04 050 8马2阔 商品林 5 139 139 139

045 02 010 6马3杉1阔 商品林 6 82 82 82

045 02 030 7马3阔 商品林 8 78 78 78

045 05 040 8马2阔 商品林 2 54 54 54

045 05 060 6马2杉2阔 商品林 4 179 179 179

范源 046 13 100 9马1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9 224 224 172
省林场

050 06 100 7马3阔 商品林 3 222 222 165

沧龙 052 07 010 10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69 169

052 11 010 7马3阔 国家二级公益林 6 143 143 143

052 12 010 8杉2马 国家二级公益林 10 10

长校 4 14 0 0 1616 1616 0 0

留坑 023 01 030 桃 商品林 106 106

023 01 060 桃 商品林 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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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02 020 10桃 商品林 69 69

023 03 010 桃 商品林 42 42

023 03 020 桃 商品林 117 117

023 04 010 8马1杉1阔 商品林 131 131

023 04 020 8马1杉1阔 商品林 144 144

023 06 010 10 商品林 108 108

023 07 030 13 13

023 08 020 4 商品林 100 100

023 08 040 8马2阔 商品林 154 154

长校 016 02 060 10马 商品林 229 229

茜坑 019 05 010 10马 商品林 318 318

江坊 021 01 010 10马 商品林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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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2

2023年松材线虫病预防性采伐计划一览表

乡(镇、场) 村(工区) 林班 大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枯死松树/

株
小班面积/亩 采伐理由 备注

12 0 0 53 0 0 6 3521

余朋 2 7 0 636

泰山 001 03 010 6马4阔 商品林 58 毗邻小班 001-03-020

001 04 010 8马2阔 商品林 176 毗邻小班 001-03-020

001 06 020 9马1阔 商品林 49 毗邻小班 001-05-030

东坑 037 14 050 商品林 21 毗邻小班 037-15-010

037 17 020（1） 9杉1马 商品林 158 毗邻小班 037-15-010

037 25 020 10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140 毗邻小班 037-25-050

039 06 140 7马3阔 商品林 34 毗邻小班 039-05-040

沙芜 1 2 0 23

上坪 022 04 170 7杉3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12 毗邻小班 022-04-020

022 04 180 10油 食用油料林 11 毗邻小班 022-04-120

李家 2 14 0 767

吴家 016 07 050 9马1硬 商品林 82 毗邻小班 016-09-020

016 08 030 10马 商品林 45 毗邻小班 016-08-020

016 08 040 10马 商品林 101 毗邻小班 016-01-040

016 08 050 10马 商品林 33 毗邻小班 016-0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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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09 030 9马1硬 商品林 138 毗邻小班 016-09-040

016 10 010 8马2硬 商品林 115 毗邻小班 016-09-040

016 11 010 10马 商品林 27 毗邻小班 016-09-020

016 12 010 10马 商品林 95 毗邻小班 016-09-020

016 13 040 10马 商品林 36 毗邻小班 016-13-030

016 13 050 10马 商品林 2 毗邻小班 016-13-030

早禾排 020 07 040 8马2木荷 商品林 28 毗邻小班 020-07-020

020 07 080 10马 商品林 24 毗邻小班 020-07-100

020 07 110 10马 商品林 3 毗邻小班 020-07-120

020 07 140 10马 商品林 38 毗邻小班 020-07-120

田源 1 4 3 356

田口 015 05 020 7杉2马1阔 二级重点公益林 42 毗邻小班 015-05-060

015 06 030 5杉5马 商品林 109 毗邻小班 015-05-060

015 07 040 8杉1阔 商品林 120 毗邻小班 015-07-010

015 19 030 9火炬松1阔 二级重点公益林 3 85 拟松材线虫病

嵩口 5 23 0 1265

马排 031 05 020 8阔2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73 毗邻小班 031-05-030

031 011 070 10杉 二级重点公益林 12 毗邻小班 031-11-050

031 012 020 8阔1马1杉木 二级重点公益林 137 毗邻小班 031-13-050

031 013 030 8阔2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68 毗邻小班 031-11-040

031 013 040 9阔1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45 毗邻小班 031-13-050

031 013 060 8阔2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51 毗邻小班 031-1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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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013 070 10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11 毗邻小班 031-13-050

031 013 080 10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42 毗邻小班 031-13-050

033 14 030 8马2阔 二级重点公益林 45 毗邻小班 033-14-020

033 14 040 8马2阔 二级重点公益林 24 毗邻小班 033-14-050

大元 041 01 070 8阔2马 商品林 75 毗邻小班 041-04-010

041 01 080 10杉 商品林 11 毗邻小班 041-04-010

041 04 020 4阔4马2杉 商品林 11 毗邻小班 041-04-050

041 04 030 9阔1马 商品林 56 毗邻小班 041-04-010

041 04 040 8阔2马 商品林 14 毗邻小班 041-04-010

041 04 060 8阔2马 商品林 14 毗邻小班 041-04-010

045 03 060 6阔2马2杉木 商品林 78 毗邻小班 045-05-060

045 05 030 5马3阔2杉木 商品林 37 毗邻小班 045-05-040

045 05 050 8阔2马 商品林 33 毗邻小班 045-05-060

嵩口 046 05 130 8马1杉1阔 省级生态林三级 78 毗邻小班 046-13-100，省林场

沧龙 052 11 020 6马4杉木 二级重点公益林 50 毗邻小班 052-11-010

梓材 058 03 080
5马3杉木2

阔
商品林 11 毗邻小班 058-03-030

058 06 030 8阔2马 二级重点公益林 96 毗邻小班 058-06-010

058 09 020 9阔1杉木 二级重点公益林 193 毗邻小班 058-09-030

龙津镇 1 3 3 474

大路口 027 16 010 9阔1杉木 商品林 206 毗邻小班 027-18-030

027 18 010 6马4阔 商品林 175 毗邻小班 027-18-030

027 18 030 7马3阔 商品林 3 93 疑似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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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3

2023年松墨天牛综合防治计划一览表

乡(镇、场) 村(工区)
枯死松树数

量/株

诱木引诱防治/

处
以菌治虫/亩 以虫治虫/亩

药物防治

/亩

诱捕器挂

设/个

其他具体

措施/亩

清流县 3000 0 3000 0 0 200 0

余朋乡

2900

沙芜乡 新矶、铁石、上坪、白塔 1000 80

赖坊镇 东山、南山、赖武、官坊 2000 100

李家乡 罗坑、鲜水 20

灵地镇

灵地（邓家）

田源乡

嵩口镇

长校镇

龙津镇

里田乡

100
嵩溪镇

林畲镇

温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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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控经费预算表

项目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万
元）

费用（万元） 实施单位

合 计 689.9908

监测普查 万亩 152.82 0.2654 40.5640
县林业局，各乡镇及

国有林场

综合
防治

清理松枯死木 株 3000 0.0700 210.0000
县林业局，各乡镇及

国有林场

林分
改造

除治性 亩 9460 0.0300 283.8000
县林业局，沙芜、赖
坊、余朋、李家、灵
地、嵩口、田源等乡
（镇）及省清流国有

林场预防性 亩 3521 0.0300 105.6300

合计 12981 0.0300 389.4300

物理
防治

诱捕器 个 200 0.0620 12.4000
县林业局，沙芜、赖
坊、李家等乡（镇）
及省清流国有林场

诱木 处

生物
防治

以菌治虫 亩 3000 0.0025 7.5000
疫点乡镇及省清流国

有林场

以虫治虫 亩

以鸟治虫 亩

化学
防治

喷药防治 亩

打孔注药 株

疫木监管、检疫检查等 项 1 10.0000 10.0000
县林业局，各乡（镇），
省清流、县九龙溪国

有林场

防控规划编制、监理、督
导考核

项 20.0968

县林业局，各乡（镇），
省清流、县九龙溪国
有林场，县青峰林业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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