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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本溪 
满族自治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

（2022 年 4 月 21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批准本溪满族

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本溪满族自治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条例》，

由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实施。

本溪满族自治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条例

（2021 年 12 月 9 日本溪满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022 年 4 月 21 日辽

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2022 年 7 月 1 日本溪满族自治县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林地资源，促

进林下中药材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实施条例》及林草中药材相关法规、规章和规定，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行政区域内从事林下中药

材发展的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林下中药材：是指以森林及其

生态环境为依托，利用林下土地资源，采用人

工培育措施种植的药用植物。

第三条  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全县林

下中药材产业管理工作，组织专家科学论证，

合理利用商品林、公益林林地资源，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开展林下中药材种植。

自治县财政、公安、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文旅、住建、交通、水利、气象及其他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促进林下中药

材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本行

政区域内林下中药材种植的指导、服务与监督。

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林下中药材管理工作。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和

金融、科技、人才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

促进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

自治县扶持和鼓励企业或社会组织开展相

关认证工作，对获得林下有机产品、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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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保护产品等相关认证的给予奖励。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允许国有森林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

第六条  自治县支持和鼓励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林下中药材行业协会建设。

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奖惩机

制，引导林下中药材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规

范行业行为，推动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林下中

药材质量安全可追溯和监管体系，加强林下中

药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生态环

境保护、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则，

组织编制全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

第九条  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

场监督等相关部门制定林下中药材种植技术规

程，林下中药材种植应按照技术规程标准化操

作。

第十条  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不破坏森林资源的前提下，经科学论证，可以

合理利用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中药材种植。

林下中药材种植应与种植地区的生态承载

力相适应、相协调。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或坡度

＞ 35°的林地实行封禁管护，禁止林地开发利

用活动；二级国家级公益林或坡度 26°-  35°的

林地，只允许开展仿自然式的林下中药材发展

项目；其它公益林或坡度16°-  25°的商品林地，

可开展非耕作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因地制宜

地选择林下中药材发展项目；坡度 6°-  15°的

商品林地，可适度开展耕作性质的生产经营活

动，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坡度≤ 5°

的商品林地，可根据发展林下中药材的实际需

要，开展耕作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

需采取耕作活动的，每个垦植区面积控制

≤ 3hm2 耕作面不超过 15m×1.5m，上下床之间

保留林下原有植被隔离带 2m 以上，每隔 10 床

顺山保留 5m 宽以上隔离带。沟谷（溪流）、

山脊与垦植区之间，以及各垦植区之间应保留

20m 以上原有植被区。

违反本条规定的，由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

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

用三倍的罚款。数量较大构成犯罪的，移交司

法机关进行处罚。

第十一条  利用林地发展林下中药材的，

可以利用林间空地放置移动类设施和为林业生

产经营服务的设施，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违反本条规定的，未经自治县林业主管部

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自治县

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

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

三倍罚款。数量较大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

关进行处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建立林下中药

材产业发展资金。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资金应

当多渠道筹集，专款专用，资金主要来源：

（一）县级财政拨款；

（二）上级国家机关专项拨款；

（三）自治县所属国有林场年收入总额的

10%；

（四）其他。



194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资金

应当全部用于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具体办法

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工作人员在林下中药材发展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本溪满族自治县林下中药材产业 
发展条例》编制情况的说明

本溪满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林下中

药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相关

规定，结合自治县实际编制了《本溪满族自治

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现就《条例》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条例》编制的必要性

“十四五”时期，为了贯彻“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目标，我县提出了

生态立县战略，着力打造辽东绿色有机中药材

农产品生产基地。

我县地处长白与华北两大植物区系过渡带，

地貌特征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孕育着丰富

的中药材资源，野生药材有 114 个科、970 个品

种，拥有林下参、刺五加、辽五味等名贵中药

材300多种，是辽宁省重要的药材基地。2013年，

我县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授予“中国林业产

业示范县”荣誉称号，林下中药材产业已成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为了合理开发利用

林地资源，促进林下中药材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提升中药材品质，使中药材种植回归自然，解

决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实际问题，规范种植与

管理。因此有必要编制《条例》，以适应我县

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需要。

二、《条例》编制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及林草中药材相关

法规、规章和规定，同时参照《吉林省人参产

业条例》等相关规定编制。

三、《条例》编制的过程

根据县政府提请，经县委批准，县人大常

委会将制定本《条例》列入 2021 年立法计划。

随后组建了《条例》起草领导小组，由县司法局、

县林草局共同负责《条例》的起草工作。在《条

例》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相

关部门先后召开 5 次会议研究、审议《条例》

的修改工作。为了学习借鉴其他地区林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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