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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人参分会 

成立大会暨长白山珍稀物种野生人参扩繁研学
推介会上的讲话 

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顾问、代理会长  王志新 

（2019 年 7 月 21 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相聚在我省东部最基层的一个林场——舒兰市青

松林场，共同见证吉林省森林休憩保育研究会人参分会的诞生，

同时举行长白山珍稀物种——野生人参扩繁研学推介活动。 

人参是我省一大特色产业，近年来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

视和支持。今年年初，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推进人参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吉政办发〔2019〕5 号），从八个方面明

确发展思路，作出安排部署，这为全省人参产业发展无疑起到至

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吉森研究会成立初期，我们就着手酝酿人参分会构建问题。

去年，“世一参业”的刘兴——刘总找到研究会，表达了参与组建

人参分会的强烈愿望。今年初，吉森研究会把组建人参分会作为

全年组织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投入精力，积极运作，认真开展

了组织架构设计、业务范围划定和理事成员准备等多项工作。截

至目前，成立人参分会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今天，在这里召

开成立大会，宣告一个由林业行业社团牵头组建的人参社会组织

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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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的人参组织很多，但以林业为牵头单位的省级人参组织

好像还是第一个。借此机会，对受聘出任首届人参分会理事会成

员表示祝贺，对前来参加人参分会成立大会和野生人参扩繁研学

推介活动的各位专家学者、科技管理人员和人参种植户表示热烈

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下面，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说说吉森研究会。吉森研究会，全称“吉林省森林休憩

保育研究会”，业务主管单位：省科协；登记管理机关：省民政厅。

是适应林业转型发展，实施天保工程，从砍木材转向重保育、重

休憩、重林下资源开发利用的大背景、大趋势和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而成立起来的独立法人社会团体。2015 年成立至今，先

后组织开展了多项林业学术交流、技术推广、科技培训等活动，

特别是首创海峡两岸森林休憩保育研讨会、森林康养学术研讨会，

首评省级林农乡土专家，首设长白山林业科技创新奖，首办榛子

专业教育培训班，在全省反应热烈、影响深远，得到社会各界广

泛认同，受到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广大林农的普遍欢迎。

2018 年以来，重视加强专业机构建设，新设分会（专委会）、办

事处等分支（办事）机构 18 个，聘请顾问、名誉会长、特聘专家，

聘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等 251

人，使研究会的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组织体系日

益健全、规范，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展、提升，已成为继省林学会、

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之后，全省林业系统第三大社会组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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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与省林学会的最大不同是：更加面向基层，以最广大林

农为重点服务对象，把林下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主攻方向，先后设

立了榛子、乌拉草、红豆杉、桑黄、大雁、灵芝、林蛙、轮叶党

参、钙果、人参等十几个分会；没有挂靠单位，没有投资渠道，

属于纯粹的民间社会组织，完全依靠“以会养会”、“靠活动支撑

活动”的办法，所以有的时候才会适当收点费用，用作举办活动

的经费。这一点，还请大家理解。 

第二，说说分会名字和业务范围确定。在构建分会时，有人

曾建议叫“长白山野生人参分会”或“野生人参分会”，理由是我

们重点研究的是野生人参，推广的也是野生人参。那为什么后来

没有采用这个名字呢？原因很简单：一个是， “野生”的说法不

准确，我们分会的活动主要围绕“技术”来进行，无论是研讨交

流还是推广应用，都要加以人为因素，以“野生”冠名自然不妥；

第二个是，范围变窄，未来的分会不仅要研究“野生人参”，还要

研究林下参、移山参乃至园田参，仅以“野生”冠名会受到很大

限制。但不管怎样定名，人参分会研究的重点要与“野”、与“林”

有关，这才能充分体现林业搞参的固有特质，才能与其他人参组

织有所区别。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设计人参分会业务范围时更多

考虑了野生人参，兼顾林下参、移山参。 

第三，说说为什么要把分会设在舒兰。为什么设在舒兰？一

句话，是因为舒兰有“世一公司”。他们野生人参繁育面积很大，

据说上千公顷，我虽没有亲眼所见，但我们的王连义副秘书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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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次到过现场。待会儿公司要做具体介绍，下午还要组织参观，

大家也会亲眼看到。是因为舒兰有刘兴这样的“野参大王”。我跟

刘兴接触几次，一个深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执着，他的人参，如

果现在起出来卖掉，可能会有上亿甚至几个亿的收入，为什么不

卖，他是想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扩大开来，把吉林人参业引

向深入，彻底解决当下人参像“土豆子”一样的产量，像“大萝

卜”一样的价格，让人参“反朴归真”，还人参“本来面目”。而

且，刘兴同志对分会工作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对学会事业充满

期待。让这样的人牵头，何愁分会不火？ 

第四，说说对人参分会的要求。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

是我省的一大特色资源。做大做强人参产业，对于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加快推进新林区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吉林经济振兴发

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人参分会成立以后，要以这样的

视角和站位来谋划、运作分会活动，切实承担起规范、引导和组

织全省林下人参种植、野生人参扩繁及其产品加工经营活动的职

责。一方面，要把工作重点放在长白山野生人参扩繁上。组织开

展研讨交流、科普培训、示范推广等各项活动，都要围绕野生人

参这一主题来进行。要依托“世一参业”，探索开展长白山野生人

参栽培基地建设，辐射、带动全省适宜地区发展野生人参，力争

在较短时间内把野生人参扩繁工作真正做起来。要联合有关教学、

科研机构，探索开展长白山野生人参专业教育和研学实践活动，

组织开展野生人参栽培扩繁科技咨询、技术指导、技术服务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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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编研工作。既要抓上段，抓栽培、抓繁育、抓推广，解决种植

面积、扩大体量问题；又要抓下段，抓开发、抓产品、抓品牌，

解决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差问题，立足长白山

野生人参开展产品研发，努力延伸人参产业链条，提高人参生产

企业品牌效益。在大多数人还缺乏“野生人参”概念的当下，加

强长白山野生人参文化整理与传播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分会也

要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把开展野生人参文化挖掘、整理、开发

与传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在手上。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

分会建设，规范分会管理。无论什么名称，都是本会的分支机构，

都是本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在本会领导下，依照本会《章程》

和所制定的工作条例等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工作，对本会负责，向

本会报告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分会接受本会领导，但可以

在国家法律、政策规定和本会《章程》规定的框架内，独立负责

地开展活动，组织实施包括学术研讨交流、科技普及推广、实用

技术培训、专业咨询服务等在内的各项工作。而要组织好这些工

作，就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提出任务单，列出时间表，

落实责任人，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不挂空挡，不跑偏。

还要指出的是，作为本会组成部分，必须及时认真地完成本会交

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及时负责任地上报工作进展和活动开展情况。

人参分会可以依照本会《章程》规定发展会员、收缴会费，所发

展会员为本会会员，所收缴会费要及时足额上交本会。分会组织

开展活动，可以申请使用所交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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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跟各位说明，那就是理事会成员的构成问

题。尽管事先做了大量工作，但也有“挂一漏万”的地方，像抚

松野山参保护局这样的单位，就理应吸收到理事会中来。请大家

放心的是，分会组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参分会成立后，要把

抚松野山参保护局这样的单位以及确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人参

种植大户、经营公司吸收到分会中来，共同致力于全省人参产业

特别是野生人参的发展。 

同志们，省府 1 月下发《人参高质量发展推进意见》，7 月我

们宣告成立人参分会，开展野生人参扩繁推介活动，可以不谦虚

地说我们的活动恰逢其时，我们的举措跟进及时。大家能大老远

地跑到舒兰参加活动，足见对人参产业的重视，对人参分会的重

视，对人参分会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视和支持。真诚期待我们的活

动能够给大家带来收获、带来启迪，未来的人参分会能够不负所

望，真心实意为广大参农、林农服务，为促进和推动全省人参产

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最后，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预祝各位听有所获、观有所

得，人参产业犹如人参果实一样红红火火！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