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林〔2021〕41号 

 

关于认真做好“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 
限额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林业站、万佛山国有林场： 

为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下达“十四五”期间全省

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皖政秘〔2021〕75 号）和《舒城县人

民政府关于下达“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舒政秘

〔2021〕138 号）文件精神，现将县政府下达的“十四五”期间

年森林采伐限额执行表（见附件）印发给你们，并就做好“十四

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严格管理年森林采伐限额指标 



县政府本次下达的“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是每年采

伐林地上胸径 5厘米(含 5厘米)以上林木蓄积的最大限量，各地

必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不同编限单位间的采伐限额不得挪用；

同一编限单位各分项限额原则上不得串换使用。因特殊情况，编

限单位人工商品林采伐限额不足的，经县林业局同意后可从县内

同类分项限额中调剂使用；因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需要清

理受灾林木采伐限额不足的，按照有关规定，经县林业局同意后

可在全县范围内调剂使用采伐限额。经依法审核（批）同意使用

林地上的林木，不纳入采伐限额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县政府下达的指标、本辖区可伐森林

资源状况和年度森林抚育任务，将本乡镇的年采伐限额指标（包

括商品林、公益林和各采伐类型的分项采伐量指标）科学合理分

配到各行政村（乡镇林场）。乡镇人民政府可通过乡村告示栏、手

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及时将采伐限额分配公示公开，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推进采伐限额“阳光分配”，优化完善限额使用调节机制。 

二、规范林木采伐审批管理 

采伐林木要依法申请由国家林业局统一规定式样、省林业局

印制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以下简称采伐证）。核发采伐证必须

认真审核林木权属，以林权人依法持有的林权证为第一凭据；凡

林木权属不清或存有争议的，采伐申请人与林权登记人不相符的，

均不得批准采伐和核发采伐证。 

林业主管部门核发采伐证一律由资源林政管理机构归口管



理，通过全国林木采伐管理系统办理，发证机关应统一建立发证

登记台帐和采伐管理档案。县林业局委托各乡镇核发林农个人所

有的商品林采伐证，具体工作由所在地乡镇林业站承办。 

全面推行采伐公示制度。核发采伐证的部门要在采伐申请人

的当地和林业信息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 7天，公示内

容包括申请采伐理由、采伐证批准的事项等；在公众对公示的内

容有异议时，应当对采伐申请事项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的意见予

以公示，同时告知提出异议者。采伐公示的资料一并归入采伐管

理档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办证单位应当退回申请人的采伐申请，

不得核发采伐许可证： 

（一）采伐封山育林期、封山育林区内的林木； 

（二）上年度采伐后未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三）上年度发生重大滥伐案件、森林火灾或者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未采取预防和改进措施。 

对违反规定核发采伐证的，依法追究发证人员和发证单位的

责任。 

三、创新林木采伐管理机制 

各乡镇要强化便民服务举措，积极推进采伐证网上申请，提

高采伐审批效能，切实解决“办证难、办证繁、办证慢”的问题。

要按照“最多跑一次”的要求，事先一次性告知采伐申请人办理

条件、申请材料和服务流程。充分发挥乡镇林业站作用，积极为



林农采伐办证提供集中受理、统一送审等服务，全面推行便捷高

效服务。 

对于集体林和个人所有的林木，可依据林权证直接申请林木

采伐许可证。对林农个人申请采伐人工商品林蓄积不超过 15立方

米的，精简或取消伐前查验等程序，实行告知承诺方式审批。林

农填写采伐申请，明确采伐林木的地点、树种、面积、蓄积等内

容，并出具采伐承诺书、愿意承担相应责任的，即可办理林木采

伐许可证。告知承诺书要列明采伐技术和伐后更新的要求、承诺

事项及相关责任等内容。 

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和城镇绿化林

木等的更新采伐，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管理，林业部门

不再核发采伐证。 

积极引导和鼓励森林经营者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并将其

作为开展森林经营活动和采伐管理的重要依据。鼓励、引导集体

和个人规模经营森林并编制科学实用的森林经营方案，逐步实现

按依法编制批准的森林经营方案确定森林采伐，实现森林资源的

可持续经营。 

四、完善采伐作业设计制度 

从事采伐作业设计必须严格遵循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对

伐区调查和采伐作业设计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国有林场采伐林木，必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林业调查设计机

构进行伐区作业设计。 



集体林经营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应依据相关

技术规程进行伐区作业设计。 

目前我县尚未设立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可委托基层林业

工作站或有相应资格的 2名以上林业技术人员进行采伐作业设计

并统一使用制式《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报告》。 

五、加强天然林和公益林保护管理 

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天然林保

护、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严禁对天然林实施皆伐改造，

严禁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规定。除经审核（批）同意使用林地上

的天然林可以依法实施皆伐外，其他一切天然林禁止皆伐。 

公益林只能进行抚育、更新和低质低效林改造性质的采伐；

要严格公益林采伐办理程序。乡镇林业站对申请公益林采伐的资

料进行全面审查，并将相关材料报县林业局审核，经审核同意后

方可办理采伐证。 

六、严格规范低产低效林改造工作 

低产低效林改造要以提高森林质量和林地产出水平为目标。

严格按照《低产用材林改造技术规程》、《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

等标准认定改造对象。集体的低产低效林改造，还必须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实施；已经承包到户的，必须

经承包人同意后实施。各林业站要加强对低产低效林改造的监管，

做到“五个确保”：确保改造对象认定准确，确保不出现乱砍滥伐，

确保不改变林地用途，确保不造成水土流失，确保林地利用由低



产低效提升为高产高效。 

七、强化采伐限额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各地要将森林采伐限额管理纳入林长制工作内容，建立健全

森林采伐限额和凭证采伐管理制度，确保县下达的“十四五”采

伐限额得到严格执行。实行年度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县

林业局每年对凭证采伐林木和依法经营加工木材的情况进行检

查，对年度森林采伐限额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各林业站应

当对采伐证发放情况进行自查并于翌年元月 10 日前向当地乡镇

政府、县林业局书面报告年度采伐限额执行情况。县林业局将结

合全国森林督查和执法检查工作，加强对各乡镇采伐限额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打击乱砍滥伐、毁林开垦、乱占林地、滥发

采伐证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特此通知。 

 

附件：舒城县“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执行表 

 

                             

                            2021 年 9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