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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届海峡两岸森林保育经营学术论坛上的讲话 

 

 

 

（2019 年 5 月 22 日） 

 

尊敬的朱纪实副校长、林翰谦院长、施文智理事长、张平

副主席，两岸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十分感谢台湾森林休憩保育协会施文智理事长

的邀请，来到美丽的宝岛台湾，也更高兴能与嘉义大学朱

纪实副校长再次会面。两年前我与朱先生在吉林相见，那

时朱先生还是农学院的院长，如今已晋升嘉义大学副校

长，在恭祝晋升之喜的同时，也更希望能够通过朱校长在

校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同时，也非常荣幸与嘉义

大学农学院院长林翰谦先生、甘肃省科协副主席张平先生

相识，期待我们加强联系，在“两岸三地”院会之间建立

起更为紧密的关系，共同为两岸森林休憩保育事业发展做

出努力。 

今天，是个特别值得铭记的日子：我与施文智先生共

同倡导发起的“海峡两岸森林保育经营学术论坛”已经胜

利走过 10 个年头，迎来了第十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一件

事能够一口气坚持十年，这一方面说明这件事情很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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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很有吸引力、生命力，得到大家的持续支持和长期追

捧；另一方面也说明组织者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这犹如

一个孩童，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英姿勃发的少年，不难想

象其成长历程的“瞬逝”与艰辛，既可谓“寸阴若岁”，

又宛如“时光如梭”。十年了，着实到了该很好回顾一下、

总结一下的时候了。因此，我亲自率团，踏上这次“回顾

之旅”，10 年来首次来到论坛之上，跟施文智先生以及两

岸专家学者朋友共同回顾总结 10 年来的办会经验，规划

未来两岸活动，选择好接力棒与承袭人，为进一步搞好森

林休憩保育研讨交流、密切两岸关系、加强友好往来，继

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两岸保育论坛”，始于 2010 年。10 年来，我们历经

了 3 个合作期。除了坚持每年赴台举办一次研讨交流活动

外，2014 年我们在长春举办了“2014′海峡两岸森林保育

经营学术研讨会”，2017 年在吉林龙湾举办了“海峡两岸

湿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主题交流会”，2018 年在吉林红石、

四川成都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森林康养产业化建设专题

交流会”和“首届海峡两岸森林康养学术研讨会”，从而

实现了由“我去交流、你来参访”到“两岸互访、互动交

流”的转变。 

纵观 10 届论坛研讨活动，有六个显著特点： 

一是主题突出。森林保育经营是当下社会最为关注的

热点问题，我们举办的每一届论坛都持续坚持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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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突出，契合实际，不仅得到两岸众多专家学者的积极

响应，而且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这是我们的合作活动具

有强大吸引力和不竭生命力的基本前提。 

二是计划缜密。每一届研讨活动都有周密的计划安

排，事先准备充分，研讨不走过场，考察讲求针对性，且

内容充实，重点突出，日程紧凑，注重实效。这是每一次

论坛都能有序展开、顺利推进的重要环节。 

三是组织精细。除了发起人、倡导者意志坚定并不时

运筹新的交流内容、拓展新的合作渠道之外，双方具体工

作人员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精心、精细组织，特别是台

森协，特别是施文智理事长，殚精竭虑，不弃不馁，全力

促成各届论坛举办。这是几年来的研讨交流活动顺利进行

的组织基础。 

四是运作规范。两岸主办方先后签署 3 份对各方都有

约束力的协议，大家共同信守。无论遇到什么状况，各方

都能认真履约，即使是在外部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

下，也能通过积极努力，疏通渠道，实现按期赴台举办论

坛的计划安排，确保了两岸林业学术活动的正常开展，维

护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局。这是我们的合作活动得以持续

开展、从不间断的刚性保证。 

五是“铁杆”入主。回头看前 10 年，主办单位由最

初的 2 家发展到高峰时的 9 家再到本届的 4 家，这其中虽

说受环境等诸多方面因素影响，跌宕起伏，但终因“铁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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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入主，而使论坛得以“存活”下来，并持续至今。

这就是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的加盟，从 2016 年开

始介入，到 2017 年正式加入主办，一直承担着组织者、

牵头人的职责。由于吉森研究会的加入，开启了森林保育

经营与林下经济、与林业场圃建设融合发展的主题研讨活

动，目前这两个研讨会已经分别办到第三届和第二届，从

而形成了“论坛”与“研讨会”并进的格局。 

六是真诚包容。合作中有过分歧、有过争论，也曾碰

到过沟沟坎坎，但都从来没有动摇过彼此的信心和信念，

从来没有削弱过合作的真诚和互信。这是保持“两岸三会”

长期合作交流至关重要的基石。离开了真诚和互信，恐怕

事情就不会办得如此顺畅和成功。 

10 年的不懈努力，10 届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们坚

持 10 年为之共同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海峡两岸森林保

育经营学术论坛”已经在两岸多地深深扎下了根，成为了

两岸林业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一项品牌活动和广大林业科

技工作者心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社会跨入新纪元，林业迈向新时代。作为“两岸保育

论坛”的创始人、奠基人，我和施文智先生将共同选定新

的传承人，并在这里签署新的《意向书》，把两岸研讨交

流的“接力棒”很好地传下去。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

会作为“铁杆盟友”，将一如既往举起“两岸保育论坛”

的大旗，无论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如何变化，都将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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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者”身份，把论坛持续办下去，切实践行把“两岸保育

论坛”所倡导的研学精神“发扬到全国、光大到世界”的

共识。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拓展研讨主题、突出优势特色方面有新探索。

总结以往“森林保育经营”的主题，更多强调的是森林培

育功能，而忽视了林业转型发展后对包括森林环境在内的

多种生态功能的利用研究。基此，考虑将论坛主题确定为：

“森林休憩保育融合发展”。这一主题定位，既可持续研

讨“森林保育”内容，又可兼顾研讨“森林休憩”内容，

使研讨的领域和范围更加宽泛，利于吸引更多人参与，而

且与吉森研究会和台森协的“两会”名称——“森林休憩

保育”更加契合，组织起来力度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第二，在增加主办单位、吸引多方参与方面有新动作。

总结前 10 届论坛的举办，一条重要因素是有人参与。要

减少乃至避免参加单位“过山车”现象的发生，就要在举

办单位上很下功夫、下狠功夫，争取有更多的单位参与、

参加进来。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继续做好“原有户主”

的维护、巩固工作，让福建、黑龙江、辽宁等省继续留在

主办之列。要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扩大主办、协办和承办

范围，采取更加优惠的条件和更高质量的服务，吸收新生

力量参与，使海峡两岸保育研讨活动走得更坚实、更有力、

更长远。 

第三，在创新研讨形式、增强活动效果方面有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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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讨活动，除继续坚持“集中办会”这一固有形式外，

还将采取“小型座谈”、“多点交流”、“分散研讨”以及“参

访研学”等多种形式，实行专题研讨与实地参观考察相结

合的活动方式。只要有利于两岸人员相互学习交流，有利

于提高活动效果，什么形式都可以探索。 

第四，在深化学术交流、探索技术合作方面有新突破。

坚持以“三会”为载体，搭建平台，广泛吸纳两岸科研院

所和科技人员，合作立项，共同开展技术研发，为推动两

岸林业科技创新做出努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扩大林

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在条件成熟和政策允许的情况

下，可以考虑向互派学者参访、考察、讲学以及互设实验、

示范基地等方面发展。在新组织架构过程中，可以考虑先

行吸收“外籍会员”、“特聘顾问”等做法，以有效的组织

形式为基础，不断扩大相互交流合作的先决条件。 

第五，在完善对等邀请、建立互访机制方面有新起色。

继续坚持会间邀请、商业运作的有效形式，一切往来安排、

交通食宿、考察交流等均交由有关旅行社直接对接，交给

社会来办，以减少那些不必要的麻烦和不便。建立联系人

制度，指定各自专门的联系人，告知对方，日常具体事务，

一律通过联系人沟通、商谈和接洽，以免打乱仗。在继续

坚持组团交流这一有效做法的同时，可以探索建立工作参

访机制，针对各自工作需求，不定期、不成团组织互访活

动，以增进相互间的工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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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研声音未尽，三会扬帆再起航。”本届论坛之上，

我们将重新签署协议，在很多重要方面达成意向。真诚希

望今后“两岸三会”的关系更密切，交流的层面更广泛，

合作的前景更光明。正所谓“十年幼树成青松，松挺青山

林更浓，长白阿里三会牵，大梦洞天在高峰。” 

预祝“第十届海峡两岸森林保育经营学术论坛”取得

圆满成功，预祝我的团友、同事在台学习考察交流期间顺

心顺意、收获满满。 

真诚邀请朱纪实副校长、林翰谦院长、施文智理事长

以及台湾方面的专家学者多到吉林走一走、看一看，亲身

感受一下祖国最为壮观的长白山，让我们彼此间走得更

近，关系更紧，交流更广泛，合作更愉悦！ 

真诚欢迎张平副主席和甘肃的同仁、朋友到吉林去，

通过我们的联系，在两省间建立起相互交流的平台，为进

一步开展合作奠定基础。 

最后，感谢主办方、协办方、承办方为本届论坛及系

列考察活动所做的安排和努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