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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哇，湿地好美!郁金香原产地是在中国

新疆？这就是提高育苗率的扦插育苗技

术？实用、简单、方便……接二连三的赞叹

声、手机相机的咔嚓声，此起彼伏，时时回荡

在科普展台周边。

不用惊奇和疑惑，这也只是每年举办的

全国林业科技活动周的一个缩影。

林业科普工作，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传

播，还有科技成果的普及，诸如专家科普报

告会、现场咨询答疑、送科技上山下乡、公众

参与式体验，以及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进社区、进家庭、进军营等系列活动，无处不

在，深入人心。

正如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以下简称

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所称，开展科学技术普

及，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

精神，是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结构调整，提高

发展质量，实现绿色化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

途径。

截至目前，全国林业科技活动周已连续

举办多年，成为推动全国林业科普事业发展

的重要载体，也是当前林业行业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具体行动。其不仅有益于不断培

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还能增强公众珍爱

自然、珍惜资源、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的生态

意识，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理念，积极参与、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

据《中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林业

系统专职、兼职科普人员和科普志愿者人数

逐年稳步增加，截止到 2013 年，林业专职科

普人员有 18190人，兼职科普人员 64920人，

科普志愿者达到 6460人。

成效显著 稳中有升

近年来，围绕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国家

林业局以不同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全国林业科技周系列科普活动，产生

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取得显著成效。

在普及科学知识上。主要依托科普场

馆、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保护区、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等林业科普阵地，建立林

业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体系，面向社会公众

开展林业特色科普活动，普及林业科学技术

和生态知识，并已成为青少年接受生态教

育、开展科技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定期向

其优惠或免费开放。

同时，还充分利用植树节、湿地日、环境

日、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全国科普活动日、

科技活动周、爱鸟周等宣传纪念日，组织开

展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系列科普宣传活

动,以不断增强公众的生态意识、生态素养

和生态责任。

“尤其要面向青少年大力开展林业科普

教育，培养广大青少年热爱祖国，崇尚自然，

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优良品德。”科技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要组织编写适合中小学生阅

读的生态知识教材，开展青少年林业科技夏

（冬）令营、课外林业科技实践等丰富多彩、

寓教于乐的各类科普活动。

据了解，作为第一批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成员单位之一，国家林业局于 2008 年

印发了《全国林业从业人员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在科普传播平台上。依托于林业丰富

的自然资源优势，结合科普基地、科普传媒

和科普期刊这三个林业系统的重点宣传平

台来进行。

据了解，自 2004 年起，中国林学会组织

开展了全国林业科普基地评选，基地类型涉

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及国际

重要湿地、沙漠公园、种苗基地、各类科技推

广示范基地、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其他新兴

科普业态，如观光农林类、民营企业等。

据中国林业统计显示，各级森林公园数

量 2948处，面积 1758万公顷，其中国家级森

林公园 779 处，面积 1214.33 万公顷；各级湿

地公园数量 723 处，面积 390.3 万公顷，其中

国家级湿地公园 429 处，面积 229.5 万公顷；

各级林业自然保护区数量 2163 处，12486.5

万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25 处，面

积 7866.78万公顷。

而国家级的科普期刊主要有《森林与人

类》《中国绿色画报》和《生态文明世界》三

种。并且每年平均有 350 种林业科普图书

问世。

据科技司介绍，目前，林业系统正在开

展科普数字信息平台建设，国家林业局的门

户网站等网络都设立有林业科普栏目科普

作品创作，鼓励和支持利用新媒体研发科普

作品。

“2014 年，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林业出

版社合作出版的科普图书《听伯伯讲银杏的

故 事》荣 获 2014 年 度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科技司有关负责人称，这一奖项的获得

对推动我国林业科普作品研发和科学研究

科普化必将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在科普队伍建设上。我国林业系统专

职、兼职科普人员和科普志愿者人数逐年稳

步增加。目前，国家林业局开展科普工作的

业务司局和直属单位已达到 21个。

在行业特色优势上。林业承担着保护

森林、湿地、荒漠三大生态系统和维护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任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领域、生态产品生产的主要阵地和美丽中国

建设的核心元素。其主阵地是在林地、湿地

和沙地。

据统计，我国提供森林旅游服务的林业

自然保护区数量有 356处。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及提供森林旅游服务的林业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为 2276.55 万公顷，约占国土面积

的 2.4%。尤其是 2014 年，沙漠公园的发展

较快，现已新批了 23 处国家沙漠公园。科

技司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五大问题 亟待解决

虽然，我国林业科普工作取得一定成

效，但是，仍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缺乏健全稳定的

科普队伍体系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创新管理

机制。

第二，我国各级林业部门对林业科普的

认识和重视不一，没能充分发挥作用，缺乏

有机联动、协调机制。

第三，具有影响力或特色的核心科普基

地少。

第四，科普品牌活动需进一步聚焦和精

炼，以发挥其在科普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第五，科普经费不足。

对此，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认为，要充分

发挥林业老科技工作者的优势，支持和鼓励

他们踊跃参与科普工作，逐步壮大林业科普

志愿者队伍。并积极引导大中专学生利用

课余和假期时间开展林业科普实践活动。

探索适应林业科普工作社会化、市场化、精

准化服务的需求，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

作的林业科普工作人才新机制。

同时，依托各级各类林业科普资源平

台，建设生态教育、生态展示、生态宣传、科

技培训等多种类型的林业科普基地。通过

充实设施和人员，健全其林业科普功能，使

其成为林业科普的重要阵地。

不仅如此，还要建立完善的林业科学技

术普及培训体系。紧密结合林业生产实际，

着力提升林业基层从业人员的科技素养和

生产技能，促进先进实用技术的普及推广与

实践应用。

作为科普活动中，林业科技下乡活动尤

为重要，不容忽视。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要

组成不同形式的“林业科普宣讲团”，带技

术、项目，进林区、下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

举办科技讲座、发放科学技术资料、开展科

技咨询、实行结对帮扶、跟踪服务，把林业科

技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广大从业人员，帮助他

们解决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题。

另外，就是在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国有林场等单

位建立科普服务中心，推行以“一站一栏一

员”，即一个科普活动站、一个科普宣传栏、

一名科普宣传员为主要内容的林业基层科

普服务保障体系，从而形成自上而下、横向

互动、广泛协作、功能完善的林业科普网络

体系。

除此之外，要充分发挥林业科普品牌效

应，运用典型示范和榜样的力量，引导全社

会努力创造一批具有时代特征、适应社会发

展、满足民众需求的林业科普活动特色精

品。继续完善和提升“森林为民”“绿色让生

活更美好”“生态文化进校园”“林业科技服

务和科普惠民”等活动。

并且，应充分运用我国林业国际合作机

制与渠道，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不

断扩大林业科普领域的国际间、地区间的交

流与合作，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高质量、高

水平科普作品和先进的展教用品、工具设备

等，在不断丰富我国林业科普资源之时，培

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林业科普高层管理

人才和创作人员，提高我国林业科普工作的

能力和水平，使其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科普惠民 四措助推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上传下达，无不彰显生态的重要性，这

就需要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提

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绿色生活方式。

为加快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

展和广大民众对林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

新需求。

那么，在当前新常态下，随着国家科技

体制改革大幕拉开，科普工作的改革方向，

又该如何调整？

科技司有关负责人称，紧紧围绕生态林

业民生林业建设这个中心，从提升林业科普

服务能力、创新林业科普工作机制入手，优

化整合林业科普资源，健全完善公众服务平

台，不断创新科普形式与内容，全面推进科

普基地建设，大幅度提高全民生态素质和林

业从业人员生产技能，促进林业科技成果转

化应用。

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我

国林业科普工作主要为：首先，建立和完善

国家林业局科普工作联席制度。整合林业

科普资源，形成林业科普合力，制定林业科

普工作规划，研究林业科普重大事项，进一

步提升林业科普工作的显示度。

其次，成立国家林业局科普专家委员

会。建立一支由国家、省、市、县四级专兼职

林业科普工作者组成的高素质骨干队伍，从

林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及相关

业务部门中选拔、培养一批科普专家，引导、

支持和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林业科普工作，将

其所掌握的林业科学知识、科技成果转化为

科普资源，以增强林业科普工作的执行能

力。年内将联合科技部共同研究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普工作的意见》，起草《林

业科学技术普及“十三五”实施方案》。

再次，今年底将推出首批核心国家林业

科普基地。

最后，积极参加国家重大科普活动，深

入打造林业特色品牌科普活动。

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绽放在山林田间的科技花
文·唐红英 王建兰 胡利娟

编者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普工作一贯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

视，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在科普手段创新的同时，内容也在不断增加。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利用“科技周”

“科技节”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科学普及。林业科学技术普及就是

其中之一，作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生态文化、促进科技应

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旨在面向社会，面向民众，面向未来，尤其是面向

林业从业人员和广大青少年，通过发展林业科学技术的教育、传播与普及，

在大幅度增强全民生态意识、生态素养和生态责任的同时，使更多民众广

泛参与到绿化祖国、保护自然、关注森林、珍惜资源的实践中去。

5月 23日，由国家林业局主办，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黑龙江省林业厅等七家单位联合举办的，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绿色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 2015年全国林业科技活动周启

动，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彭有冬在启动仪式上指出，“要认真扎实地做好林

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这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生态林业、民生林业持续快速

发展，大幅度提高林业从业人员科学素质和生产技能，以及林业集约经营

水平和林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国林业科技活动周主题

2010年，“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倡导低碳生活”为主题，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启动，并
召开专家报告会，以此宣传林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普及林业碳汇知识，倡导低
碳生活，推动林业科普工作发展和科普社区建设。

2011年，“了解森林、关注森林、保护森林”为主题，在北京植物园启动，以期让更多的人
关注森林，珍惜资源，热爱生活，回归自然，共同参与到爱绿护绿播绿，共建美好家园的行列
之中。

2012年，“普及林业科技知识、转化林业科技成果”为主题，在浙江省浦江启动，同时，举
办了浙江省第九届林业科技周活动。

2013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绿色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启动，其通过林业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让广大青少年和公众通过认识自然，树立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提高生态保护意识。

2014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绿色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江西省赣州
启动，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为目的，宣传林业科普知识，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

2015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绿色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启动。

送科技下乡

彭有冬（中）与参加科技周活动的林科大学生交流

合作签约

现场咨询

林蛙野骆驼云南哈尼梯田

奥卡万戈三角洲水鸟

湿地一隅

林业机械

工厂化育苗

育苗标本

专家指导

讲座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