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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一届吉林省科协年会 
自然资源分会场上的讲话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尊敬的杜培革副校长，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我省首家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红石，

举办以“利用自然资源发展森林康养”为主题的第十一届

吉林省科协年会自然资源分会场。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大

会组委会，向前来参会的各级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森

林康养企业和森林康养工作者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别对前

来参会致贺并作专题报告的省内外相关企业表示由衷的

敬意！对即将挂牌成立的吉林办事处及其首任理事会成员

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届分会场，由省科协主办，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

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红石林业局承办。这是继今年 7 月

召开“利用自然资源、发展森林康养”主题研讨会后，一年

内第二次研讨森林康养问题。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研讨

交流，践行“两山”理论，大力促进和推动全省森林康养

产业发展。 

森林康养，起源于德国，流行于欧美、日本和韩国，

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理事长 
吉林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总顾问 

王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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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也是近几年才被广泛重视。在我省率先举起森林康

养大旗的是吉林省林学会和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

之所以说“在全省率先”，是因为这两个学会、研究会，

先后发起成立森林康养分会。这是具有标志性和可查性的

举措。而真正见诸行动的，是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不

仅先后多次在省内外举办论坛和研讨会，还于前年启动实

施森林康养基地评定评价工作，于今年疫情期间发起并注

资成立森林康养产业协会。这一系列重大且具有开创性的

举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加大森林康养产业化推进

力度，让这一新兴产业尽快成为吉林林业的转型产业，成

为振兴吉林经济的朝阳产业，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大希望所在。 

推动森林康养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省级社会组织发

挥更大作用，通过开展森林康养、森林游憩等研究、开发

和探索工作，引进、实践和推广先进森林康养理念，科学

规范森林康养技术模式，示范、引领全省森林康养产业发

展方向，推动森林经营单位、森林康养企业逐步成为生产

森林康养产品的重要基地，为实现全省森林生物多样性保

护、森林资源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经营做出积极努力。 

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求，我想有这样几条必须坚

持：第一条是紧紧依靠专家，必要时成立专门的专家委员

会，提供智库支撑，保证全省森林康养工作始终沿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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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轨道发展。第二条是紧紧依靠领导，寻求强有力的

组织保证。有了领导机关的支持，才会有政策保障，才会

有工作保障，才会有项目来源。必要时，可以考虑扩大顾

问团规模，让相关机关和单位的领导同志进来，为协会建

设，为工作开展，为产业推进，出谋划策，倾政助力。第

三条是紧紧依靠会员，依靠广大森林康养企业，依靠森林

康养工作者、实践者。这是办会的根基和主体。要千方百

计发挥会员的作用。一切围绕会员，一切为了会员。以会

员需要为我们的努力方向。第四条是坚持成功、成型的理

念、模式和定式。凡已付诸实践，且被实践证明有效的做

法和模式，要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切不可做半途而废的

事情。对研究会此前开展的、深受全省森林康养企业欢迎

的森林康养基地评定评价工作，就要很好地协调其持续性

和融合性问题。目前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已评成果，纳入

部门认定范围。接下来，要进一步处理好“两会”互认亦

或共同来搞等融合问题。第五条是健全组织体系和工作网

络。一个会，不可能靠几个人去办，一定靠大家来办。无

论研究会还是产业协会，都要把组织体系建设作为办会的

基础性、前提性和关键性工作来抓。在各市（州）设立办

事处，在各县（市、区）设立代表处，是“林公三会”的

创造性做法。如此这样，我们的会，才有“腿”；你喊一

嗓子，才有人答应。否则，工作就沉不下去，就落不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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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就落不到实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后一公里”。

这次协会在红石设立“办事处”，就是一次大胆的探索。

需要提醒的是，今天会后，要做好相应身份和关系的理顺

工作，不是会员的，要尽快吸收为会员，履行入会手续。 

同志们，践行“两山”理论，发展森林康养，是新时代

赋予我们新的历史使命。让我们以“建设美丽吉林”为己

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大力推动发展森林

游憩保育、康养旅游，合力开展森林康养品牌打造活动，

为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良好生态，推动实现环境养生、

森林康健，做出不懈努力！ 

最后，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