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15日 责编：吴兆喆 美编：苏小曼 杨宇 责校：康海兰

林业与环境促进会专题林业与环境促进会专题 H3

以“智慧引擎”添动力增活力
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的创新之路

近年来，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的创新姿态令人关注，聚焦林业碳汇事业，助推实现碳中和；开展科技研发攻关，推动卫星遥感火灾预警与灾后
评估，精准监测林业有害生物；凝聚专业力量，推进生态修复和绿色矿山建设；关注乡村振兴，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倾心自然教育，推动公益教
育事业焕发新光彩……通过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公益创新，精准发力，服务大局，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助推新动力、增添新活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林业碳汇具有生态产品

属性，是可定性、可计量、可交易的产品，是生态

产品价值机制实现的具体实践。如何科学计量

林业碳汇迈向潮头？

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在此方面加大创新

力度，理事会主席孟繁志带领团队研发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光尺影像测树系统，此项

研发大大提高了森林调查的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激光光尺影像测树系统功效突出、精巧便

捷，其显著技术特征是省略距离和角度测量的

非接触测量方式，具有一键式测量和成本低的

绝对优势并荣获金桥奖。内业采用自主研发

的、通过权威计算机软件检测机构检验合格的

处理系统V3.0处理系统，结合自避障、自带图传

的无人机进行数公里以及远距离一键式测量，

更能够显示其优越性能。同时，结合卫星遥感

技术和地面森林资源管理平台可以实现天地空

一体化应用。

孟繁志表示，众所周知，提高森林覆盖率

能够有效增强碳汇能力，造林和再造林已经成

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而森林资

源调查工作是林业规划、发展和决策的重要依

据，是实施林业森林经营管理、编制森林采伐

作业方案、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基础，对推动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以及林业增效、林农增收等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研发一款应对森

林调查山多、面积大、地理位置偏远、通信不

畅、人工成本高等问题的实用性软件迫在眉

睫，也是当务之急。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是加强森林抚育水平、

增加林业蓄积量及提高林木质量的前提和基

础。国家林草局高度重视防治森林病虫害，先

后出台了《植物检疫条例》《全国检疫性林业有

害生物疫区管理办法》等相关条例和管理办法，

特别是 2019 年国家林草局印发的《松材线虫病

生态灾害督办追责办法》，明确指出松材线虫病

疫情防治实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

为服务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中国林业与环

境促进会积极指导并支持航天数维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研发了 KP-8 型多光谱成像仪。该

仪器是一种将光谱遥感和航测技术有机结合的

光电探测识别新技术仪器，快门速度和像素均

高于进口产品，结合无人机机载差分系统可获

取极高位置精度的光谱数据，航摄有效率比目

前的进口仪器提高近 120 倍。该仪器通过松材

线虫病的光谱特征和生物特性建立计算模型分

析识别病株，搭载无人机可以监测几十公里范

围内的森林。

2021 年，航天数维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了山东省威海市和青岛市崂山区、安徽铜

陵市和黄山市等松材线虫病多发地区的病虫害

光谱遥感监测项目。同时，与浙江省东华生态

规划院联合开展面积约为 3 平方公里的松材线

虫病病株光谱遥感识别项目，监测准确率平均

高 15%。

森林防火与森林病虫害防治同等重要，都

是保护宝贵森林资源的重中之重。中国林业与

环境促进会积极发挥平台优势，协同各方资源，

组织专家团队共同研究并根据林业行业的特点

制订了多项关于森林防火高科技的团体标准，

同时指导航天信德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应

用卫星遥感技术实施“天地空”一体化项目，用

于林地数据调查、火灾监测、灾后评估等。

孟繁志介绍，在森林火灾发生的不同阶段，

充分利用不同类型传感器的优势，对火灾发展

持续动态监测进行阐述，为应急管理相关部门

指导森林火灾扑救提供快速科学的监测。随着

卫星遥感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二者联合

形成“天+地”模式来监测森林火灾成为可能。

应用卫星遥感技术来进行森林火灾监测具有整

体精准、客观全面和定损速度快等优点，可实现

对森林火灾早发现、早定位、打早、打小，还可以

实现盲区早通知、早通信。同时，与固定摄像头

和其他地面传感器配合，可以为灭火工作提供

指引。

同时，火灾评估工作可以和金融服务紧密

结合，交易所、银行、保险公司可以将标的的价

值评估、贷款评估、承保理赔评估工作从上述机

构内部剥离出来，交由遥感科技公司去完成，大

大节省用户的成本，也能通过便捷的服务获得

更多客户，大大提升业务量。

凝聚行业内外优势资源，服务行业发展需

求。近年来，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切实为做好“提升行业价值”奠定了

基础。

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依托专业科研院所

和种植专家，采用林农合作社和种植大户联合，

组建“油茶基地管家服务”专业团队，有效指导

林农油茶种植，实施标准化、集约化、规范化管

理；提倡特色适度加工工艺，积极组织参与各地

油茶产业园规划、建设、招商工作；与国内线下

渠道服务商、展会对接，为行业提供茶果（籽）、

产品销售、代工、团购渠道对接服务，利用油茶

之家发布行业内外需求信息。

2021年是开展全国油茶联合万里行活动的

第三年，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但行程依旧超过

8000公里，并在江西、广西、湖北、广东、湖南、河

南等地共建了油茶基地管家服务及茶油特色加

工样板工程。

科技也是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助力油茶

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促进会联合航天信德智

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与中国太平洋保

险、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开展合作，创新开发

设计了“油茶采摘、种植人员保险”“油茶基地天

气指数保险”等产品。同时，发挥客户资源和全

产业链管理优势，借助卫星遥感等科技技术，监

测长势、测产定损，服务政策性惠农保险业务的

推进。

2021 年，促进会协助江西国寿财开展江西

省油茶保险工作，目前投保面积已超过 580 万

亩，总保费金额达 1.4 亿元；协助广西壮族自治

区林业局及广西人保推进油茶产量保险试点工

作，完成了乐业、凌云两县 2.5 万亩油茶保险投

保，总保费金额 200 万元。开拓创新了“油茶产

业+金融服务+科技惠农”模式，率先推出保费代

缴全流程服务。与江西农担已完成省级油茶贷

金融惠农产品的迭代升级，进一步为适度经营

主体提供惠农融资便捷方案。

“公益为本、创新发展”是中国林业与环境

促进会的工作理念。多年来，促进会始终为社

会服务、为行业服务、为企业服务，公益脚步从

未停歇。

2021 年 11 月 13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顺利闭幕，中

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生态原产地委员会专家与

中国生态志愿者代表实地参加了此次现场相关

会议，就中国生态原产地、生态食材品牌产品评

定与发展等问题同多位与会专家探讨交流，达

成共识。对中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工作一致

给予认可，纷纷表示支持并提出了合作意向，为

提升进出口生态产品的贸易，推进生态产品国

际互认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2020 年，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生态原产

地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孙建就发表了“耕育足迹”

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数篇文章，提出在控制包

括生态足迹、碳足迹、水足迹、气足迹等耕育足

迹生态指标下，号召企业和个人要对社会承担

生态责任。他建议，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各种

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和能源时，应该履行“水

效率、碳减排”生态义务，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

时，兼顾到生态环境、社会效益的平衡。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要点是实现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由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

河北省老教授协会、河北曌堃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联合发起的“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助力工程”公

益活动，正在以“专家人才智库”“现代化科技技

术”“艺术改变生态”“弘扬中华文化”为活动核

心理念，整合各方势优质资源，就生态文明建

设、乡村振兴等方面，与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地

方政府、企业、媒体等多方协同合作，全面助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

在生态振兴项目方面，联合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区县级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示范县政策争取，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包装入库，国开行“千县万亿”长期低息

贷款争取，实施完成的国家级环境治理项目预

评估，碳中和 3060 规划编制环保区块链助力环

保执法整县推进，厨余垃圾生产黄腐酸等高效

综合利用，无污染生态养殖相关技术，固体垃圾

生物酶修路技术。

在产业振兴项目方面，联合中科院、中国农

大、中国农科院、北京林大、中南林、鲁东大学、

航天育种中心等单位，推广新品种、肥料、饲料

等，推进植物性资源有效物质提取和系列产品

研发，推动中药农业全产业链提升，以及功能性

农产品开发和功能化农业发展。

在组织振兴项目方面，推动国有企业、上市

公司、民营高科技企业与集体经济合作成立平

台公司，助力增加农村集体收入和农民财产性

收入。

教育是发展之基。为推进贫困地区特殊教

育建设信息化的课程，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差

距，让更先进的教育方式，伴随贫困地区幼儿成

长，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协同北京一纸鹤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扶贫活动。

2017年，启动了为吉林省靖宇县 3所幼儿园

进行为期 3 年的教育扶贫活动。让贫困地区幼

儿感受了和城市儿童一样的先进现代化信息教

育。2020 年，与吉林省抚松县特殊教育学校签

订了为期 3年的教育扶贫活动，为吉林省抚松县

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了《一纸鹤幼儿教育资源平

台》、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我是中国小娃娃》《中

华 传 统

文 化 资

源》，得到教师

和 家 长 的 一 致 好

评。

孟繁志表示，中国林业

与环境促进会捐赠的教育资

源，为学校的培智教育注入了新

的活力，在教师培训、教师备课、课堂教

学、学生学习等各个环节中发挥了最大的

作用，切实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更让孩子

们扩宽了眼界。

自然教育是现今最为推崇的教学体系，其

目的是预防儿童“自然缺失症”和拯救儿童与大

自然的断裂。为引导广大公众更广泛地关心和

参与自然教育事业，推动小学生自然教育事业

更好更快发展，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自然资

源营地委员会、中国林业教育学会自然教育分

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美丽中国少年说”自然教

育系列活动。

“美丽中国少年说”组委会开展了征文活

动，活动以“游赏自然山水 献礼祖国 70周年”为

主题，要求广大小学生和参与者从自己的角度

出发，走进森林、湿地、沙漠、野生动植物公园等

自然景区，记录参加各类自然教育活动中的发

现、收获与感悟，发现自然山水的美，让参与者

养成良好的自然道德习惯。

征文结束后，由中国林业促进会与全国小

学生自然教育征文活动组织委员会等主编出版

了“绿水青山图，童眼看自然”《美丽中国少年

说》一书，该书收录了上百篇来自全国各地小学

生的优秀作品。

绿色矿山院士行是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

新的发力点，活动由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绿

色矿山推进委员会组织发起，由两院院士、高级

专家和媒体记者组成，并根据基层或企业需求

深入基层和矿山企业开展活动，为企业提供信

息服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以优质服务推进

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孟繁志介绍，绿色矿山院士行是绿色矿山

推进委员会工作的一大创新，是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队，是做好绿色矿业发

展 的 宣 言 书 ，是 开 展 绿 色 矿 山 建 设 的 播 种

机。绿色矿山院士行自 2018 中国绿色矿山建

设高峰论坛启动后半年的时间里，先后走进

四川川联矿业、甘肃金徽矿业、内蒙古神宝能

源、山东招金矿业等 10 多家矿山，传播绿色发

展理念，提供创新技术服务，有力地推进了绿

色矿山建设工作。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肆虐，绿色矿山推进

委员会审时度势，迅速转变工作思路，积极采取

对策，改“线下支撑”为“线上服务”，推出了“开

发矿业云学院”直播平台，组织相关专家免费提

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服务，收效及反响俱佳。

助力林业碳汇精准计量

新发明

服务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新技术

聚焦森林火灾监测评估

新标准

引领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理念

为公益事业注入新血液

新领域

谱写全国乡村振兴主题歌

新突破

推进生态修复和绿色矿山建设

新担当

支持扶贫地区的教育发展

新平台

出版图书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新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