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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林业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如何 将 科 技 成 果 应 用 于 企 业，服 务 于 行 政 管 理 部 门。以 松 材 线 虫 病 持

续控制科技成果服务于厦门的疫情防治为例，阐 述 了 成 果 服 务 企 业 的 现 状、成 效 及 存 在 问 题，探 讨 了 成 果 服 务

企业的需求分析，提出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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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我国实体经济

面临着严 峻 的 挑 战，企 业 发 展 遇 到 很 大 困 难 和 压

力［１］。但通过有关专家对美国硅谷及我国东南沿海

地区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和调研结果可以发现，那些

有科技创新能力、有核心技术、有具备竞争力的产

品、有企业品牌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所受

到的冲击较小，或者说这些企业根本不怕冲击。可

见，“知识和科技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也

是增强 产 业 和 企 业 竞 争 力 的 不 竭 动 力”［２］。因 此，
充分发挥各方面科技力量的作用，使科技在帮助企

业解决现实困难，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方面发挥切实的作用，成为广大

科技人员工作的当务之急。
国际头号森林植物检疫对象松材线虫病在我省

厦门首次发现后，疫情相当严重，若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蔓延，一般应皆伐 （全部

砍除）寄主松树，那将造成极大的损失。松树仍是

厦门特区城市绿化和生态环境的主体树种，务必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持续控制松材线虫病，保住现有松

林。因此，不能采取单一的皆伐措施，福建省及厦

门市有关部门决定由企业 （防治公司）承包岛内的

松材线虫病持续控制，但其企业在松材线虫病持续

控制方面的技术较为缺乏。为此福建省林科院松材

线虫病课题组主动介入，应用研究的松材线虫成果

为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现以厦门市为例，将近年

来松材线虫成果服务企业的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的

认识和对策研究总结如下。

１　松材线虫成果服务企业的现状

厦门市岛内２００１年发现了松 材 线 虫 病，枯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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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达１３万多株，发病程度相当严重。岛内共有

森林３２０１３ｈｍ２，其中纯松林３７１３ｈｍ２，混交林

２８３０ｈｍ２，目前还剩下２００多万株的马尾松，而且

绝大多数松树为３０～４０年生马尾松。由于本岛林

地土层薄，８０％的林地为裸露岩石山地，加上常年

面临咸海风吹袭，尽管这些马尾松长势不像内陆那

么好，但松树一直是这些贫瘠山地的先锋树种，目

前难以用其他树种取代；松树仍是厦门特区城市绿

化和生态环境的主体树种，务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持续控制松材线虫病，保住现有松林。因此，不能

采 取 单 一 的 皆 伐 措 施。在 国 内 外 研 究 的 基 础

上［３－１０］，福建省林业厅、厦门市政府决定２００２年

开始将岛内的松林全部作为疫区，由广东南海绿宝

松材线虫病工程治理有限公司承包岛内的松材线虫

病防治，通过了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的工程治理和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的持续控制措施，已取得预期的成果。

２００６年起，福 建 省 林 科 院 森 林 保 护 研 究 所 作

为厦门市松材线虫病承包防治项目的技术指导 （监
理），对厦门市松材线虫病承包防治的任务、质量、
进度、资金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并作出客

观评价。４年来，技术指导单位深入现场进行技术

把关，抓住关键环节，加大检测检验，对防治项目

实施全 程 有 效 指 导，做 到 技 术 措 施 到 位、监 管 到

位，得到了政府和林业 （园林）主管部门的肯定和

表扬。

１１　松材线虫成果服务企业的成效

１１１　促进防治技术创新　科研技术单位和企业

施工单位积极探索研究简便实用的防治新技术，总

结出利用ＧＰＳ定位监 测 调 查、松 枯 死 树 和 诱 木 最

佳伐除时机、防止疫木二次侵染、诱捕器引诱与诱

木定点诱杀相结合、生物防治等技术，有力推进防

治整体水平的提高。

１１２　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分工明确，提 高 管

理成效　厦门市松材线虫病承包防治采取市场化运

作模式，由除治公司 （企业）承包防治，委托福建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实施计划、监测调查、组织防

治、检查鉴定以及内业管理等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理

（科研），业主单位 （管理）作为甲方进行全面统筹

安排、跟踪 管 理、监 督 和 检 查，改 变 既 当 “运 动

员”又当 “裁判员”的 局 面，集 中 精 力 做 好 组 织、
监管等宏观管理工作，更好地履行森防行政管理和

行政执法职能，三方明确规定各自的工作职责，使

各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圆满完成方案规

定的年度各项目标任务，提高管理成效。

１１３　促进防治承包公司规范治理　每次的业主

单位、技 术 指 导 单 位、施 工 单 位 的 三 方 疫 情 分 析

会，都反复强调防治承包公司一定要从砍树工程转

到深层次的持续控制，切实抓好疫情监测工作，力

图使每一个施工队员都明白该项目的重要性，增强

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不能存在麻痹心理。
实施技术指导之后，防治承包公司的责任意识进一

步增强，除害程序进一步规范，除害效果和检测精

度进一步提升，各种措施进一步规范落实。

１１４　权威评定防治各项指标　由于实施全过程

持续、有效的指导，我们对防治监督全面、检测到

位，特别对所有病死树和大量诱捕天牛的线虫携带

率进行实时检测，结论可靠、数据准确，以科学有

效直观的数据向同行展示厦门岛内松材线虫病的持

续控制效果，在全国树立松材线虫病持续控制模式

的典范。从表１的汇总结果可以看出，３项考核指

标逐年下降，各项指标均能达到方案和合同规定的

目标。这些说明了在业主单位、技术指导单位和施

工单位三 方 共 同 努 力 下，病 枯 死 松 树 能 被 及 时 发

现、及时清理并装袋熏蒸处理，疫情得到有效的控

制。

１２　松材线虫成果服务企业的存在问题

松材线虫病防治采用市场运作模式，引入专业

的除治公司 （企业）和具有较高技术水准的指导机

构 （科研），研究制订有利于治理项目实施的监督

办法，积极将松材线虫成果进行转化，为除治公司

提供技 术 指 导 和 有 效 的 监 督，采 取 边 指 导、边 摸

索、边完善的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项目

技术指 导 机 制、内 容 和 办 法，制 订 出 具 有 可 操 作

性、有效的森林病虫害治理项目监理方案，初步形

成了林业 （园林）管理部门、防治承包公司、科研

单位三位一体的质量检查监督模式。在国内森林病

虫害治理项目监督无现成模式可循的情况下，为周

边省市的承包防治提供有利的借鉴和经验模式。但

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国内

尚无现成的森林病虫害治理项目监督机构和办法，
只能采取边指导、边摸索、边完善的方法；服务范

围不够广泛；运行机制不够完善等等。因此，如何

打破常规，创新服务机制和模式，主动对接，与企

业建立有效合作模式，是亟待研究的课题和破解的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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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厦门市岛内松材线虫病防治成效汇总

年份

松材
诱木、活立木及

枯枝松材
天牛携带松材

熏蒸处理

现场
抽查疫情监测情况

可疑病

枯死松

树（株）

有松材

线虫松

树（株）

检出率

（％）
样本数

（例）

有松材

线虫样

本数

（例）

检出率

（％）

天牛样

本数

（例）

携带松

材线虫

的天牛

数（例）

检出率

（％）
合格 不合格

诱捕器

数（例）
不合格

数（例）
合格率

（％）

综合评价

２００６ ６９ １７ ２４６ ３５ ２ ５７ ３６ １ ２７ √ ７１ １１ ８４５ 合格

２００７ ４２ ６ １４３ ３６６ ０ ０ １９７ ０ ０ √ １１０ ９ ９１８ 合格

２００８ ３５ ２ ５７ ２１３０ ０ ０ ２９６ １ ０３４ √ １０６ １０ ９０６ 合格

２００９ ２４ ２ ８３ ５８２ ０ ０ １４７３ ３ ０２０４ √ ４３ ２ ９５４ 合格

２　松材线虫成果服务企业的需求分析

２００９年在黄山 召 开 的 全 国 松 材 线 虫 病 防 治 工

作会议上指 出，目 前 疫 情 已 经 扩 散 蔓 延 到 全 国１４
个省的１９２个县级行政区，给国土生态安全构成了

极大威胁。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２０１０年全国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说，当前松材线

虫病防治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９
年各省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共计投入达２２亿元，
较上年增加２０％以上。普查结 果 显 示，２００９年 全

国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６３万ｈｍ２，病死树７４９４
万株。而随着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林农护林防灾的积极性普遍高涨，但缺乏防治器具

和经验，尤 其 是 松 材 线 虫 防 治 技 术 要 求 又 极 为 严

格，仅靠林业 （园林）部门组织或群众自发的松散

型防治难于承担繁杂而又艰巨的防治任务。因此，
专业承包是今后松材线虫防治的方向，而技术指导

在专业承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３　松材线虫成果服务企业的主要措施

３１　统一认识，明确工作职责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首先，技术指

导组全体人员认真学习 《厦门市岛内松材线虫病持

续控制项目总体方案》、《厦门市松材线虫病防治成

效承包项目指导实 施 方 案》，熟 悉 有 关 法 规、规 章

和技术标准，领会防治合同、技术指导合同精神，
逐条逐句分析、掌握防治技术规程。明确提出每位

同志必须坚持诚信公正，遵守工作准则，忠实履行

岗位职责，必须坚持按合同规范开展业务，落实工

作范围，明 确 工 作 职 责，勤 登 记 细 记 录，树 立 思

想、程序、标准三统一，把各项内容融入到质量监

督、进度控制和合同管理之中，做到上下一条心，

工作分工不分家，确保技术指导工作的顺利实施。
其次，技术指导人员对施工过程中的重点工序

应做到心中有数，以便配合作业人员及时处理工作

中出现的各种预想不到的问题，并在日志中详细记

载。要实施厦门岛内松材线虫病持续控制的各项措

施，必须做到一个 “勤”字和一个 “说”字。“勤”
就是要勤上山头，随时深入现场检查，掌握情况，
解决实际问题；勤做记录；勤与企业单位和管理单

位沟通。“说”就是要把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意见

说出来，多次重复地说，结合具体问题，耐心讲清

道理，让对方心悦诚服地采纳和执行；以便达到控

制疫情的共同目标。

３２　制定办法，落实指导内容

我们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结合业主管理单位

下达给防治承包公司的考核指标和防治承包公司的

实施方案，做好监理工作规划，制定了 《厦门市松

材线虫病 防 治 成 效 承 包 项 目 技 术 指 导 实 施 方 案》，
明确分３个 阶 段，１１项 内 容，把 内 容 细 化 到 技 术

指导的全过程。一是准备阶段，主要检查防治承包

公司年度工作计划、内部组织管理、药剂和器械质

量等内容。二是实施阶段，重点监督疫情监测准确

率，病死树伐除和除害处理效果、伐桩高度及喷药

处理情况、病死树和天牛以及诱木上松材线虫分离

检查、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三是总结阶段，核实承

包公司有关记录，提交技术指导报告和工作总结。

３３　灵活多样，开展系统检查

根据松材线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我们因地制

宜，统筹 兼 顾，开 展 了 形 式 多 样 的 系 统 性 综 合 检

查，确保技术指导任务落到实处。一是旁站指导。
技术指导人员在防治作业现场，跟随防治承包公司

作业人员，实施 “旁站 式”的 连 续 性 监 督 和 检 查。
二是跟踪 监 管。在 防 治 承 包 公 司 作 业 人 员 开 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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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分离、镜检和效果检查时，技术指导人员跟踪

监督，检查除害程序和防治效果。三是平行检测。
防治承包公司采取一式三份取样法，监理方、承包

方和业主方对同一样株进行检测。四是巡视检查。
技术人员对枯死木分布、诱捕器挂设及添药、诱木

设置和集中处理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检查监督。

３４　把握关键，突出现场跟踪

质量是 灵 魂，是 确 保 有 效 控 制 扑 灭 疫 情 的 关

键。我们 始 终 把 质 量 管 理 放 在 首 位，紧 扣 质 量 监

督，突出 三 个 关 键 环 节，抓 紧、抓 细 现 场 跟 踪 检

查。在做法上主要是不折不扣地落实 “三跟六查”
制度。一是跟随病死树伐除、除害处理作业，查病

死木、木段、枝桠及１ｃｍ以上的枝条是否全部处

理，查除害技术是否规范；二是跟踪熏蒸除害处理

效果，按３０％～４０％的 比 例，查 熏 蒸 袋 是 否 保 存

良好不破袋，查熏蒸除害处理是否１００％杀死松墨

天牛幼虫；三是跟班进行病死树调查、诱捕器和诱

木引诱结果，查病死树、诱木和诱捕到的松墨天牛

携带松材线虫情况，查年度考核指标是否达标。

３５　严格制度，实施全面管理

在做好关键环节、重要工序、现场跟踪检查的

同时，监理人员 “严”字当头，在全面合同管理上

下工夫。首先，规范病死树管理。规定防治承包公

司所有病死树伐除处理前，必须事先如实报告技术

指导单位，经技术人员现场取样、登记后，才能实

施下一步除害处理环节，避免私自把病死木当作濒

死木、衰弱木等处理；其次，加强诱捕器、诱木管

理。落实诱捕器挂设和诱木设置，监督定期按量添

换引诱剂，督促及时处置诱木；再次，落实生物防

治。指导 并 督 促 开 展 管 氏 肿 腿 蜂、白 僵 菌 生 物 防

治；最后，强化结果校验。分阶段对防治承包公司

检测结果进行校对核实，防止防治承包公司虚报、
瞒报检测结果。

３６　完善机制，确保规范有序

技术指导人员积极为业主管理单位服务，健全

完善工作机制。在协调上，定期召开业主单位、承

包公司和技 术 指 导 单 位 三 方 同 时 参 加 的 疫 情 分 析

会，就除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召开防治协调会

或分析会，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组织上，
及时审查果园拓界、群众开荒、市政建设和林分改

造的松枯死木处理报告，确定处理办法、预算防治

经费，使业主单位与防治承包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更

加规范。

４　加强科技服务机构的队伍建设，更

有效地为企业服务

　　企业要真正摆脱危机，走上科学、持续发展之

路，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创造新的产业与

市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科技服务机构要

组织广大科技资源服务经济建设一线，服务企业，
更是一个服务机构面向未来经济发展如何转型的战

略课题。因此，广大林业科研院所要围绕本行业重

点产业 发 展 需 求，结 合 自 身 优 势，进 一 步 整 合 资

源，充分 发 挥 科 技 资 源 的 作 用，积 极 进 行 成 果 转

化，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开展技术需求调研和咨

询活动，根据企业需求，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定向技

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为企业的快速持续发展出谋划

策，提供专业的科技服务。应深入企业鼓励各类科

技中介机构 开 展 信 息 咨 询 服 务 和 促 进 技 术 对 接 活

动，提高 企 业 获 取 技 术 信 息 的 有 效 率。要 创 新 机

制，围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加强科技服务

机构队伍建设，提高服务企业发展的能力，并在服

务方式上进一步学习和探索，加强实地调研考察，
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广泛搜集企业、产业发展亟待

突破的技术和发展难题，充分发挥高端科技资源服

务产业发展的作用，并在组织方式上，让若干个具

有综合功能的专家团队各自对口服务一个企业或多

个同类型企业，更扎实、更有效地为企业、产业发

展服务。
综上所述，松材线虫病是可防可治的，坚持走

市场化承包防治，在严格检疫封锁的基础上，综合

运用疫情监测、清除 枯 死 树 （枝）、应 用 引 诱 剂 诱

捕、设置立式诱木和生物防治等持续控制技术，并

引入科研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是一种

较好的松材线虫病治理模式，为我省松材线虫病的

除治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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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９６

台资农企在大陆经营状况良好　绿色认证９０％以上

　　在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李维一就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

的建设发展情况进行介绍。他表示，在大陆的台资农业企业有９０％以上获得了大陆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认证，有６０％以上的企业成为省部级或当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李维一说，１９９７年以来，国台办、商务部 （原外经贸部）、农业部先后批准在福建全省、海南全

省、山东 （平度）、黑龙江 （哈 尔 滨、牡 丹 江、佳 木 斯、大 庆 和 农 垦 示 范 区）、陕 西 （杨 凌）、广 东

（佛山、湛江）、广西 （玉林）、上海郊区、江苏 （昆山、扬州）设立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２００６
年以来，农业部、国台办批准在福建漳浦县、山东栖霞市、四川新津县、重庆北碚区设立台湾农民创

业园。目前，大陆已经在１１个省区市设立了试验区和创业园，主要分布在大陆沿海地区并扩展到西

部和东北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试验区和创业园有台资农业企业近４５００家，占在大陆发展的台资农业企

业５５００多家的７３％左右；试验区和创业园实际利用台资近５０亿美元，占台资投资大陆农业实际金

额６３亿美元 的７９％左 右。经 营 范 围 包 括 种 植 业、渔 业、畜 牧、兽 医、饲 料、花 卉、茶 叶、观 光 农

业、生物技术、以及农产品深加工等主要农业生产领域。总体来看，包括试验区、创业园的台资农业

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普遍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大陆的台资农业企业有９０％以上获得了大陆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认证，有６０％以上的企业成为省部级或当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摘自：人民网 （２０１１－０２－２８）ｈｔｔｐ：／／ｔ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４８１０／５４２４２７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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