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财政部 

印发《林长制激励措施实施办法（试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财政部印发《林长制激励措施实施办

法（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执行。 

林长制激励措施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督查

激励的决策部署，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

加强督查激励的通知》（国办发［2021]49 号）要求，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对真抓实干，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成效明显

的地方予以表扬激励，充分调动和激发各地保护发展林草资

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森林草原保护发展长效

机制，进一步增强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成效，推动林草事业

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以定量指标为主，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科学评价、简化操作、优化流程，客观、

全面、精准评价地方工作，确保激励导向作用充分发挥。 



第四条 全面评价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下同）推行林长制工作成效，充分考虑东、中、西

部地区发展差异，每年遴选原则上不超过 8 个市（含地、州、

盟，下同）或县（含市、区、旗，下同），其中市级数量不

超过 50%,进行原则上为期一年的激励，在安排中央财政林业

改革发展资金时予以适当奖励。 

第五条 评价标准包括基础项、加分项、扣分项和否决项。 

（一）基础项 

1.国土绿化：年度造林、种草改良等生态保护修复任务

扎实推进。 

2.资源保护管理：森林、草原、湿地资源保护管理不断

强化。 

3.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自然保护

地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有效落实。 

4.野生动植物保护：国家确定的专项拯救野生动植物保

护管理及野生动物危害防控工作得到有力加强。 

5.森林草原灾害防控：森林草原火灾、有害生物灾害防

控成效明显。 

6.林长制实施运行：林长履职尽责，工作制度健全并稳

定运行。 

（二）加分项 



对创新林草生态保护发展政策，出台地方立法或保障制

度，实施重大专项行动、重大生态工程、重大林草措施在全

国或者系统范围内产生影响；执法监督能力逐步提升，基层

基础建设持续完善；相关工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肯定、

国务院督查通报表扬、中央部门表彰的予以适当加分。 

（三）扣分项 

视涉林草重大案件、重大火灾、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发生

情况予以扣分。 

（四）否决项 

市、县相关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督查检查考核通报

批评的，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挂牌督办案件、约谈或启动问

责的，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中发现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问题的，引发重大负面舆情、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不列入

激励范围。 

第六条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本省域内自

评工作，参照评分标准（见附 1),严格评审程序，遴选出拟

激励的 1 个市或县，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将申报表（见

附 2)等相关材料报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省对报送材料的

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七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各省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

审查，择优评选出拟激励的市、县名单，经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党组审议通过，局政府网站公示无异议，报送国务院办公

厅批复后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中央财政通过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对每个受激励

市、县予以一次性资金奖励。经费使用严格执行《林业改革

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第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1.林长制激励评分标准 

2.林长制激励（市或县）申报表 

附 1 

林长制激励评分标准 

类别 内容 指标 指标解释 

基 

础 

项 

国土绿化（20

分） 

年度造林任务

量及完成率 

指申报年度造林计划任务总量在本省排名情况

及年度造林完成面积占年度造林计划面积的百

分比。年度造林完成面积为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审核通过的造林完成任务落地上图面积。 

种草改良任务

完成率 

指年度实际完成人工种草而积、草原改良面积之

和，占年度计划面积的百分比。 

资源保护管理

（20分） 

林草督查和其

他中央部门督

查检查中发现

的破坏森林、

草原、湿地情

况 

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督查和其他中央部门

督查检查中发现的年度破坏森林、草原、湿地问

题情况，与上年度情况对比。 



类别 内容 指标 指标解释 

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

（15分） 

自然保护地建

设和监督管理

情况 

指自然保护地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自然保护地总

体规划编制完成情况和自然保护地监管情况。 

野生动植物保

护（15分） 

珍稀濒危物种

保护管理情况 

指对国家确定的 98种专项拯救野生动植物保护

管理及野生动物危害防控工作情况。 

森林草原灾害

防控（15分） 

森林草原火灾

受害率 

指因火灾受害森林（草原）面积占全域森林（草

原）受害率面积的千分比≤0. 9‰(2‰)。 

有害生物成灾

率 

指林业有害生物成灾面积占林地面积的千分比；

草原率有害生物成灾面积占草原面积的百分比。 

林长制实施运

行（15分） 

林长履职情况 

指完善林长责任体系建设、落实保护发展林草资

源目标责任制、制定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规划

计划、组织协调解决责任区域的重点难点问题。 

制度建立及运

行情况 

指林长制会议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部门协作制

度、工作督查制度等，建立并稳定运行。 

加 

分 

项 

突出工作成效

（每项加 2-5

分，最高 20 分） 

重大林草措施

在全国或者系

统范围内产生

影响 

指创新林草生态保护发展政策、地方立法或出台

保障制度、实施重大专项行动、生态工程取得明

显成效 

强化执法监督 

指加强森林草原行业执法制度建设、执法装备配

备等监督执法体系建设，提升案件办结率、涉嫌

犯罪林草案件移交率等行政执法能力。 

夯实基层基础 
指加强乡镇林业（草原）工作站能力建设，强化

对生态护林员等管护人员的培训、日常管理和绩



类别 内容 指标 指标解释 

效考评。 

表彰奖励 
指相关工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肯定、国务院

督查通报表扬、中央部门表彰奖励等。 

扣 

分 

项 

涉林草重大案

件、重大火灾、

重大有害生物

灾害发生情况

（达到“三个重

大”标准的每起

扣 2-5分，最多

扣 20分） 

重大案件 

森林：非法占用林地、改变林地用途，同一个违

法责任主体累计涉及防护林地和特用林地面积

达 35公顷，其他林地达 100公顷；或者非法采

伐或破坏林木，同一个违法责任主体累计蓄积达

1000立方米或胸径＜5cm的乔木50000株或珍贵

树木 13 株以上。限期整改处理不到位从重扣分。

对同一案件已经处理到位，下一年度不再扣分。

草原：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草原用途，同一个违

法责任主体累计涉及草原面积达 70公顷；或者

非法偷牧乱牧破坏草原资源，一个违法责任主体

累计涉及 1万个羊单位。限期整改处理不到位从

重扣分。对间一案件已经处理到位，下一年度不

再扣分。湿地：非法侵占湿地导致湿地面积减少

达 35公顷。 

重大火灾 

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0公顷

以上，或者死亡 30人以上，或者重伤 100人以

上。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公顷以

上 1000 公顷以下，或者死亡 10人以上 30人以

下，或者重伤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特别重大

草原火灾：受害草原面积 8000公顷以上；或者

造成死亡 10人以上（或者造成死亡和重伤合计

2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500万元以上。

重大草原火灾：受害草原面积 5000 公顷以上



类别 内容 指标 指标解释 

8000公顷以下；或者造成死亡 3人以上 10人以

下（或者造成死亡和重伤合计 10人以上 20人以

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300万元以上 500万元

以下。 

重大有害生物

灾害 

特别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县级行政区松材线虫病

疫情发生面积（病死树数量）较上年度增加 600

公顷（9000株）以上的。森林重大有害生物灾

害：县级行政区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面积（病死

树数量）较上年度增加 400公顷以上 600公顷以

下（6000株以上 9000株以下）的，或导致叶部

受害连片成灾面积在 10000公顷以上、枝干受害

连片成灾面积在 1000公顷以上的。草原特别重

大有害生物灾害：县级行政区内草原鼠害危害面

积较上年度增加 80%以上的，或草原虫害危害面

积占本县区草原面积的 5%以上且较上年度增加

90%以上的，或省内东亚飞蝗、西藏飞蝗等迁飞

性害虫形成迁飞并成灾草原面积达到 100万亩

以上，或国（境）外新传入省内的迁移性较强、

密度较高的害虫成灾草原面积达到 1万亩以上。

草原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县级行政区内鼠害危害

面积较上年度增加 25%以上 80%以下的，或草原

虫害危害面积占本县区草原面积的 5%以上且较

上年度增加 25%以上 90%以下的，或东亚飞蝗、

西藏飞蝗等迁飞性害虫形成迁飞并成灾草原面

积达到 50万亩以上 100万亩以下，或国（境）

外新传入省内的迁移性较强、密度较高的害虫成



类别 内容 指标 指标解释 

灾草原面积达到 0. 5万亩以上 1万亩以下。 

注：表中“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附 2 

林长制激励（市或县）申报表 

市或县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省（区、市）政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意见 

同意□ 

不同意□ 

（盖章） 

年    月    日 

一、总体情况（原则上不超过 500 字） 

二、已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原则上不超过 2000字）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和目标（原则上不超过 500 字）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佐证材料可另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