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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3〕49 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
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的通知

各涉林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为规范开展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工作，我局组织制

定了《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按照执行。

附件：1.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

2.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指标和推荐表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3 年 2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2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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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上海市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沪委办

〔2022〕17 号）确定的目标任务，规范开展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

认定工作，扎实推进森林乡村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森林乡村是指乡村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

好，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森林功能效益显著，涉

林产业发展良好，人居环境整洁，保护管理有效的生态宜居乡村。

上海市森林乡村是指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指导各区，运

用一定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和评价标准，通过综合评价，将乡

村绿化美化达到评价标准的乡村（以行政村为对象）认定为上海

市森林乡村。 

第三条 开展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应当坚持方法简便易

行、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客观公正。 

第四条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制定《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

指标》（见附表 1），确定评价内容、评价指标及标准、评价认定程

序；指导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推荐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审

核各区报送的候选村推荐材料，组织开展评价认定工作，并公布

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结果。 

第五条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以本办法为依据，组织开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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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推荐工作，向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报送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名单及推荐材料。 

第二章  评价内容与指标 

第六条 本办法主要对各行政村的乡村风貌、生态治理、造林

绿化、森林质量、林业管护、生态文化等六个方面的成效进行综

合评价。 

（一）乡村风貌。全面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

整性，村庄原有地形地貌、自然景观、护村林、风景林、古树名

木、小微湿地、田园风光、河流水系等自然生境及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等人文历史遗迹保

护完整。村庄整洁卫生，村容村貌良好。采用村庄风貌原真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景观保护、人文历史遗迹保护、人居环境

综合效果 5项指标进行评价。 

（二）生态治理。科学编制村庄规划并严格执行，土地利用

空间布局合理，注重乡土田园特色，统筹考虑生态修复治理、村

庄发展项目建设等，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防护功能良好。

采用村庄规划布局、村庄规划实施、生态修复治理、水土保护 4

项指标进行评价。 

（三）造林绿化。坚持适地适树，以乡土树种为主。宜林荒

地全部绿化，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等应绿尽绿，庭院绿化美

化符合实际，造林绿化成效显著，乡村森林氛围浓郁。采用森林

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四旁绿化、宜林地绿化、庭院绿化、开放

休闲林地、乡村公园 6项指标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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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森林质量。森林树种、层次结构合理，植物种类丰富

多样、“四化”和乡土树种比例高，森林抚育措施到位、森林质量

和健康状况良好。乡村林业产业发展突出地方特色，带动农民就

业增收能力强。采用森林健康状况、森林结构、树种丰富度、涉

林收入水平、涉林就业情况 5项指标进行评价。 

（五）林业管护。林长职责明确，履职到位。有专门的乡村

绿化美化管护人员队伍，管护措施到位，管护效果良好。采用林

长责任、日常养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森林火灾防控、森林资

源保护 5 项指标进行评价。 

（六）生态文化。生态保护科普宣教、传统生态文化历史传

承和弘扬措施有效，村民有良好的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的风俗习

惯和意识，特色经济林、乡村旅游等产业有所发展。采用生态产

业发展、继承弘扬传统生态文化、营造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环境氛

围 3 项指标进行评价。 

第七条 评价标准。上述 6个方面、28 项指标作为评价认定上

海市森林乡村的基础评价内容，设置基础分 70分。对相关指标项

设置进阶评价内容，设置进阶分 30 分。基础分与进阶分之和为综

合评价得分。另设置加分项共 2 分，涉及乡村生态环境相关工作

评价获得全国荣誉加 2 分，市级荣誉加 1 分。原则上，拟认定为

上海市森林乡村的单位总评价得分应达到 85 分以上。 

第八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认定为上海市森林乡村： 

（1）发生重大毁林和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 

（2）发生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或重大森林火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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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价认定程序 

第九条 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认定采取推荐、评审和认定相结

合的方式。 

第十条 推荐。以区为单位，对照《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指标》

要求，由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推荐符合条件的行政村作为

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按照统一格式填报《上海市森林乡村推

荐表》（见附表 2），提供相关的文字、照片或视频等材料，并上报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评审。 

第十一条 评审。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专家组，对报

送的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推荐材料进行评审。评审专家组依据

《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指标》，对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报送的森

林乡村候选村通过打分进行评价，经综合评价后提出评审意见。 

第十二条 认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专家组评审意

见，经集体研究审核后，认定的上海市森林乡村名单，经公示后，

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布。对满足国家森林乡村申报条件的，上海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推荐为国家森林乡村候选

村。 

第十三条 授牌。认定为上海市森林乡村后,由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授予上海市森林乡村牌匾。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应当根据本办法认真组织

推荐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对推荐单位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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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在评审过程中，发现材料、数据与实际情况差距较

大或弄虚作假的，取消所在镇所有行政村的森林乡村申报资格。 

第十六条 对干预、操控森林乡村评价认定结果，发现违纪问

题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将严肃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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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上海市森林乡村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得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评价内容 进阶评价内容 基础分 进阶分 总分 

乡村 

风貌 

村庄风貌原真性 
对自然生态系统、地形地貌、小微湿地、田园风光和河流水

系等有效保护，原真性保护完整。 
 3  3 

生物多样性保护 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2 

生态景观保护 护村林、风景林和古树名木等植被保护良好。  1  1 

人文历史遗迹保

护 
村庄建筑及设施保护完好。 

古村落、古民居和古建筑等人文历史遗迹保

护措施有效，保存完好。 
1 1 2 

人居环境综合效

果 

村庄清洁卫生、干净整洁，村容村貌良好，三类及以上标准

公厕不少于 1个，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达到优秀。 
 2  2 

小计 9 1 10 

生态 

治理 

村庄规划布局 村庄农林水统筹协调，规划布局合理、功能优化。 
编制了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并严格执行，明

确了村庄绿化目标和任务的加 1分。 
2 1 3 

村庄规划实施 
按照村庄规划，落实发展空间、项目和资金，有计划、有步

骤、有措施抓好实施。 
 2  2 

生态修复治理 
村庄内施工创面、边角地、低洼地、塌陷地、盐碱地和拆违

地等无裸露地、无恶性杂草、无垃圾堆放。 
有造林绿化等整治修复措施。 3 1 4 

水土保护 无明显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和盐碱等。 完成生态清洁小流域认定加 1 分。 2 1 3 

小计 9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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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得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评价内容 进阶评价内容 基础分 进阶分 总分 

造林 

绿化 

森林覆盖率或林

木覆盖率 
高出本市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 20% 。 

高出 25%的加 1分，高出 30%以上的加 2 分，

高出 40%以上的加 3 分。 
10 3 13 

四旁绿化 村旁、宅旁、路旁和水旁，以及农田周边等应绿尽绿。 

有 1条以上村庄景观绿化带；或 1 块以上村

庄标志性林地；或农田林网控制率 95%以上，

各加 1分，最高加 3分。 

4 3 7 

宜林地绿化 村庄范围内宜林荒地全部绿化。   2  2 

庭院绿化 
庭院绿化户数比例 40%以上(包括宅前屋后小花园、小果园、

小菜园)。 
超过 5%及以上，加 1分。 3 1 4 

开放休闲林地 有 1处开放休闲林地。 有 2处及以上加 1分。 1 1 2 

乡村公园 有 1处乡村公园。 有 2处及以上加 2分 2 2 4 

小计 22 10 32 

森林 

质量 

森林健康状况 
林木生长健康，林相整齐，活力旺盛，无林窗，森林抚育措

施到位。 

30%以上的森林实施过抚育加 2 分，或实施

过重点抚育每处加 1分。 
3 2 5 

森林结构 
植物配置科学，乔灌木结构合理，某一树种种植数量不超过

总树木数的 20%，混交林比例 30%。 
混交林比例 35%以上加 2分。 3 2 5 

树种丰富度 造林绿化树种多样性，推广应用“四化”和乡土树种有成效。  
“四化”树种占 50%以上加 1 分，或乡土树

种占 50%以上加 1分 。 
2 1 3 

涉林收入水平 农户年均收入的 20%以上来自林业相关产业。 30%以上加 1 分。 2 1 3 

涉林就业情况 
从事生态管护、育林护林、经济果林和花卉苗木等林业产业

就业人数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上加 1分。 2 1 3 

小计 12 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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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评价得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评价内容 进阶评价内容 基础分 进阶分 总分 

林业 

管护 

林长责任 
职责明确，履职到位；合理配置人员，组织网格化巡护、监

督和政策宣传；发现和制止破坏资源的行为及时、得当。 

做好造林项目腾地等林业重点工作的协调

加 2分。 
4 2 6 

日常养护 

督促养护单位做好日常养护，确保林地内无倾倒垃圾淤泥、

无受损枯枝、无恶性杂草、无使用化学除草剂和无张网捕鸟，

道路和沟渠等管护设施完善畅通。 

有效处置乱搭建、乱种养和乱堆放等加 2分。 4 2 6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配合专业部门或养护单位，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无林业

有害生物灾害发生。 
无检疫性有害生物加 1 分。 2 1 3 

森林火灾防控 落 实 防 火 责 任 ， 加 强 值 班 巡 查 ， 无 森 林 火 灾 发 生 。 与就近消防中队做好对接加 1 分。 1 1 2 

森林资源保护 无擅自侵占林地、盗伐与滥伐林木，以及破坏绿化等现象。  2  2 

小计 13 6 19 

生态 

文化 

生态产业发展 
采取生态经济型、生态景观型和生态园林型等多种模式，发

展经济果林和花卉苗木等生态产业。 

有经济果林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加 1分，

获得信得过果园加 1分，形成乡村旅游和观

光休闲点加 1分，最高加 2分。 

3 2 5 

继承弘扬传统生

态文化 

开展生态保护科普知识、传统生态文化宣传教育等活动，生

态文化传统得到充分体现。 
 1  1 

营造植绿爱绿保

护生态环境氛围 

乡村绿化氛围良好，村民普遍有较强的植绿爱绿、保护生态

环境的意识。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有义务植树登记。 1 1 2 

小计 5 3 8 

综合评价得分合计 70 30 100 

加分项 涉及乡村生态环境相关工作评价获得全国荣誉加 2 分，市级荣誉加 1分。 2 

一票否决项 发生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或重大森林火灾或重大毁林案件，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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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评价对象为行政村。林木覆盖率指本行政村范围内有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面积、四旁植树面积之和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其中，四旁植

树面积,大树古树按实际投影面积计算。 

2.森林覆盖率参照最新的年度森林资源监测数据。“高出本市森林覆盖率的※%”是指某行政村的森林覆盖率在本市森林覆盖率基础上高出的百分比。比如，

本市森林覆盖率为 30%，某行政村“高出本市森林覆盖率的 10%”是指该行政村的森林覆盖率为 30%+（30%*10%）=33%；“高出 20%”则为 30%+（30%*20%）=36%，

以此类推。 

3.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农田林网等绿化情况，可根据本行政村地形地貌、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条件实际，选择填报评价指标。其中，村旁、宅旁绿化情况

为必评指标；（铁、公）路旁、水旁、农田林网等绿化情况为选评指标，可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填报。 

4.上述六大类一级指标、28项二级指标为评价认定上海市森林乡村的基础内容，达到“基础评价内容”要求的得基础分；符合“进阶评价内容”要求的得进

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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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上海市森林乡村推荐表 

 

 

 

候选村名称：                              

推荐单位：                                （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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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森林乡村候选村基本情况 

 

候选村名称： 

所属行政辖区：        区          镇 

自然村（村民小组）数量：    个，人口数量：     人 

农户总数量：    户，主要经济产业： 

 

乡村绿化美化主要措施及成效（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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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价内容： 

 

一、乡村风貌 

（一）村庄风貌原真性。对自然生态系统、地形地貌、小微

湿地、田园风光、河流水系等是否进行有效保护？是   否   ；

原真性是否保护完整？是   否   。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 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生物多样

性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是   否   。 

（三）生态景观保护。护村林、风景林和古树名木等植被是

否保护良好？是   否   。 

（四）人文历史遗迹保护。村庄建筑及设施是否保护完好？

是   否   ；对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等人文历史遗迹是否采

取了有效保护措施？是   否   ；是否保存完好？是   否   。 

（五）人居环境综合效果。村庄是否清洁卫生、干净整洁？

是   否   ；村容村貌是否良好？是   否   ；三类及以上标准

公厕   个；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是否达到优秀？是   否   。 

二、生态治理 

（一）村庄规划布局。村庄农林水是否统筹协调？是  否   ；

村庄规划布局是否合理、功能是否优化？是   否   ；是否编制

了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并严格执行？是   否   ；是否明确了村

庄绿化目标和任务？是   否   。 

（二）村庄规划实施。是否按照村庄规划落实发展空间、项

目和资金？是   否   ；是否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抓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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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 

（三）生态修复治理。村庄内施工创面、边角地、低洼地、

塌陷地、盐碱地和拆违地等是否无裸露地、无恶性杂草、无垃圾堆

放？是   否   ；是否有造林绿化等整治修复措施？是   否   。 

（四）水土保护。是否有明显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和盐碱化

等？是   否   ；是否完成生态清洁小流域认定？是   否   。  

三、造林绿化 

（一）森林覆盖率或林木覆盖率（二选一）。本村森林覆盖

率为    %，高出本市森林覆盖率    %；本村林木覆盖率

为    %，高出本市林木覆盖率    %。 

（二）四旁绿化。村旁、宅旁、路旁和水旁，以及农田周边

等是否实现应绿尽绿？是   否   ；有    条（块）村庄景观绿

化带；有    块村庄标志性林地；农田林网控制率    %。 

（三）宜林地绿化。村庄范围内宜林荒地是否全部绿化？ 

是   否   。 

（四）庭院绿化 。庭院绿化户数比例为    %(包括宅前屋

后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 

（五）开放休闲林地。建设开放休闲林地    处。 

（六）乡村公园。建设乡村公园    处。 

四、森林质量 

（一）森林健康状况。村庄内是否实现林木生长健康、林相

整齐、活力旺盛、无林窗，森林抚育措施到位？是   否   ；实

施过森林抚育面积占    %；实施过重点抚育的森林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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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林结构。植物配置、乔灌草结构是否科学合理？ 

是   否   ；是否存在某一树种种植数量不超过总树木数的

20%？是   否   ；混交林比例为    %。 

（三）树种丰富度。主要造林绿化树种    种；“四化”树

种比例    %；乡土树种比例    %。 

（四）涉林收入水平。农户年均收入的    %以上来自林业

相关产业。 

（五）涉林就业情况。从事生态管护、育林护林、经济果林

和花卉苗木等林业产业就业人数    人。 

五、林业管护 

（一）林长责任。林长职责是否明确，履职是否到位？是 否   ；

是否合理配置人员，组织网格化巡护、监督和政策宣传？是  否   ；

发现和制止破坏资源的行为是否及时、得当？是   否   ；是否做

好造林项目腾地等林业重点工作的协调？是   否   。 

（二）日常养护。是否督促养护单位做好日常养护？是  否   ；

林地内是否倾倒垃圾淤泥，是否有受损枯枝、恶性杂草、使用化

学除草剂和无张网捕鸟？是   否   ；道路和沟渠等管护设施是

否完善畅通？是   否   ；是否有效处置乱搭建、乱种养和乱堆

放等行为？是   否   。 

（三）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是否配合专业部门或养护单位，

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是   否   ；是否发生过林业有害生物

灾害？是   否   ；是否存在检疫性有害生物？是   否   。 

（四）森林火灾防控。防火责任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加强值



10 

 

班巡查？是   否   ；是否发生过森林火灾？是   否   ；是否

与就近消防中队做好对接？是   否   。 

（五）森林资源保护。是否存在擅自侵占林地、盗伐与滥伐

林木，以及破坏绿化等现象？是    否   。 

六、生态文化 

（一）生态产业发展。发展经济果林和花卉苗木等生态产

业    处；有经济果林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    处；信得

过果园    处；形成乡村旅游和观光休闲点    处。 

（二）继承弘扬传统生态文化。是否开展了生态保护科普知

识、传统生态文化宣传教育等活动？是   否   。 

（三）营造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环境氛围。是否有良好的乡村

绿化氛围？是   否   ；村民是否普遍有较强的植绿爱绿、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是   否   ；是否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有义务

植树登记？是   否   。 

七、加分项 

涉及乡村生态环境相关工作评价获得全国荣誉   个，市级

荣誉   个。 

八、一票否决项 

是否发生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是   否   ；是否发生

重大森林火灾？是   否   ；是否发生重大毁林案件？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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