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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作为重要的资源之一，主要是以林木资源为

主，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带给人类各项重要生

存条件的同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

作用。尽管我国森林种类、物种资源较为丰富，却依旧面

临着一定的威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随着时

代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当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以

不断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良性发展。

一、森林资源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意义

森林资源是一种兼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绿色产

业，能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由此可见，森林资源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

推动作用。森林资源在气候变化的应对方面也有着特殊的

地位，因为森林资源是陆地上结构最为复杂、面积最大、

生产力最强、生物量最庞大的一个生态系统，此种特殊性

也决定了森林资源在维护人类的生存发展、维持生态安全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森林资源发展能够切实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可以自然

而然地形成一个绿色天然的生态屏障，可以很好地预防、

治疗沙尘暴、水土流失等较为极端恶劣天气的发生，也能

够极大程度上改善空气的质量，利用自身天然氧吧的净化

作用，以此消除空气污染带来的危害。总之，森林资源在

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以及保障美化环境、净化

空气、防治污染、农牧业生等多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当前随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全球各地对煤炭、

石油等常规能源的使用，都造成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二氧化碳就是温室气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森林资源则

可以吸收空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森林资源以其强大的固

碳能力，被绝大部分的环境保护学者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用

来治理温室气体造成的极端天气。为了改善当前全球范围

内的温室效应，减少极端天气现象，各大环保组织和有环

境保护意识、责任的国家都认可采用植树造林的方式来应

对当前的气候情况。

丰富的森林资源可以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多种

动物栖息地、生态平衡脆弱的湿地。此外，森林资源可以

有效改善土地的荒漠化，保护生态安全。人类自工业时代

开始，就盲目地侵占自然，破坏生态，发展经济，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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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森林锐减、水土流失、荒漠

化、沙漠化，还有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湿地退

化等。这些对自然环境的过度侵占和破坏，引起了严重

的气候问题和气象灾害，例如全球变暖、旱涝灾害、酸雨

等，严重危害自然环境生物安全，人类更是深受环境污染

和极端气象灾害之苦。森林以其强大的水土保持能力、防

风固沙能力、涵养水源能力等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生物多

样性，调节气温，平衡气候，在维护生物安全、保持水土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森林资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源战略武器。世界四大

资源包括森林、煤、石油、天然气，其中，森林是唯一的

一种可再生资源，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是各个国家能源

发展战略的布局重点，所以，建设和维护森林资源是十分

重要的。森林中的木材在工业制造中是非常重要的原材

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相关工业经济发展的规模。

我国的森林资源丰富，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加强对

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建设，既可以为我国的工业发展提供原

材料，有助于推动我国工业经济的循环发展，又可以保障

我国的国家能源安全，摆脱其他国家对我国能源使用的制

约。

二、强化森林资源保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

（一）借助多样化途径，加强群众责任意识

为了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相关部门应充分地利用好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多种形式

于渠道，积极广泛的宣传“森林法”等与森林资源保护有

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地加强教育宣传的力度，有效地转

变林区百姓那种“靠山吃山”的传统观念，让百姓明确将

森林资源便是“金身银山”，为了子孙后代的良好发展需

要将其在子孙后代中延绵，若是将森林资源耗尽，水土流

失的问题会愈加的严重，甚至会出现洪涝灾害、山体滑坡

等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最终人类会付出惨痛的代

价，甚至是生命。因此，应当让人民群众充分地意识到保

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性，促使人人都自觉承担和肩负起保护

重要森林资源的责任使命，进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

氛围，促进生态文明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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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制资源的消耗，加强新能源的开发

为了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不必要损耗，应当进一步

的限制对森林资源各方面的损耗。在一方面，应当加快建

设新农村的步伐，积极地推广村民使用风能、太阳能、电

能、沼气煤炭等能够替代森林资源的新材料，不断减少餐

饮业、加工企业、农户对森林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应

当严厉查处和打击那些加工企业利用非法的手段收购木

材，积极加强对薪材、原木的运输管理，严厉地打击偷

运、盗伐行为，禁止薪材、原木的外流。除此之外，应大

力发展建设森林生态的旅游行业，开发生态旅游的建设项

目，将“砍森林”变为“看森林”，努力地在生态旅游的

项目中加大林农收入，与此同时，也应当加快对非木质森

林资源产业的发展和建设，积极鼓励对养殖禽类、野生花

卉、野生蔬菜、种植药用植物的扶持，以此增加林农方面

的收入。

（三）科学合理制造经济林，改造低产经济林

我国的工业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很大，近年工业所需

木材多从俄罗斯、新西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白

俄罗斯、乌克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进口。减少对特

定森林区域的砍伐对环境保护无疑是有利的，但是由于我

国对木材的需求量过大，木材大量进口加强了我国经济对

他国贸易的依赖程度，所以在保护生态安全的基础之上，

我们需要发展自己的经济林，结合具体的森林发展培育状

况、气候条件和经济情况，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科

学合理地培育经济林，布局我国的能源战略储备。对低

产、低效、低质的经济林进行树种以及品种结构的改造，

调查木材市场，结合当地气候和地形条件，合理布局适销

对路的名优特新树种，动员当地龙头企业合作种植经济

林，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效应。

（四）完善管护的措施，加强资源看管力度

不断完善和强化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制度。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政策规定，循序渐进地提升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标

准，加强对林权所有者损失的弥补，也应当不断的探索完

善和建设生态公益林的管护机制，依照有利于林农、集

体、国家，有利于权、责、利统一的基本原则，改善、探

索出对生态公益林管护机制完善的措施和途径，切实地将

生态公益林管护好。同时也要巩固对集体林权制度进行改

革的最终成果，加强对林权流转、经营机制的完善，提升

林农造林、护林、管山的积极性，借助加强林农效益的方

式促进其保护好森林资源，为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奠定基

础。

为此，应当要健全和充实各级森防的组织机构，落实

各级的领导负责制。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建设保护森林生

态环境的协调机构，以此形成联动机制，并且定期地召开

协调机构的成员会议，让各个成员认真地分析每个时间段

的形势，之后在协调部门利用联动措施来解决存在森联资

源的保护问题。其次，应当要落实森林资源的保护责任

制，为此各级各部门应明确责任以及建设目标，采取层

层落实贯彻森林资源的保护责任制以及责任追究制，逐步

地形成更为有效的森林资源的保护责任机制的各方体系。

当然各基层的林业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应当实行分片包干、

各负其责的策略，建立起护林队伍，在原有基础上加强巡

查，并最终责任到人。不仅如此，也应当加强对护林员队

伍的建设，借助培训活动来制定岗位责任体制、奖惩兑

现、跟踪考察等措施条例，进一步提升对林员队伍选取的

标准，充分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强化林内火源监控的

力度，全面认真地落实好实森林防火的目标责任制，实施

森林防火的 24 小时值班的制度以及领导带班的制度，根

据“森林防火条例”严格管理野外火源，建立起完善的扑

火预案，提前备有充足的扑火物质，要求专业的扑火队伍

24 小时待命，加大巡查、排查的力度，疏通信息报送的渠

道，切实的做到火情早发现、早解决。

（五）最大化生态效益，坚持生态服务理念

森林资源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有着极高的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其中在三者利益的取舍

中，一直是更为偏向经济效益，对生态效益和价值认识严

重不足。根据相关专家的分析研究，一株成年树能够蒸发

400kg/d的水量，且树冠下面空气湿度会明显增加，树林可

以吸收滞留粉尘、烟尘，每公顷的森林资源可以消灭 10t滞

尘，并且林木资源可以杀菌防病，每公顷地针叶林和阔叶

林在一昼夜中可以生产植物杀菌素 5kg和 2kg以上，桧柏

林甚至可以达到 30kg。此外，绿篱、林带具有降低噪音的

重要作用，其中 30m宽的林带能降低 6 ～ 8 分贝的噪音，

森林资源还可以减缓风，其作用的范围往往是林带前树

高 2 ～ 5 倍以及带背风面树高 30 ～ 40 倍的区域之内，且

最高可降低的风速为 50%。由这一系列的作用功能，应科

学地认识到森林资源所具有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权衡

及处理好二者利益间的关系，相关林业部门应加大对林业

经营的投入，秉持着林业发展是为生态效益服务的工作理

念，将经济利益有效地转化为最大化的生态效益。

（六）促进生态旅游发展，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也迎来了经济发

展转型的关键阶段，人民的文化需求逐渐扩大，消费种类

也越来越丰富。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发展生态旅游提高了良

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从当前人民消费水平和消费体量来

看，未来的生态旅游市场发展相当可观。但并不是所有的

森林资源都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业，部分森林湿地资源生态

环境十分脆弱或者地理位置十分偏僻，深入森林腹地等情

况都不适合开展生态旅游，人类活动会破坏生态环境的稳

定，极易破坏脆弱的生态平衡；偏远地区不易展开生态旅

游建设，威胁工作人员以及游客的生命安全。所以生态旅

游业的建设和发展，从选址环节来看，就需要森林防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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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人员做顾问，参与到生态旅游建设的主要工作当

中。此外，从项目设计以及施工环节来看，旅游景观地点

的设计、施工技术的选择、设备的原则等都需要结合森林

防护相关专业知识进行布置。在生态旅游建设过程中需要

兼顾森林资源防护、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旅游景观效果、旅

游体验等多方面要求，建设难度较大。但是从经济效益来

看，生态旅游项目的建设可以有效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通过旅游创收，提高生活质量。

（七）增加保护投入额，落实政策辅助扶持

近几年随着在日常工作落实森林资源的保护政策，群

众参与的森林资源保护的工作积极性逐渐地提升，并且在

这一背景之下，若是想要继续提升保护与发展森林资源良

好的态势，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森林资源的保护投

入，以此推动森林资源这一核心“新林业”体系的构建，

为生态文明建设夯实理论基础。在未来森林资源的保护环

节，各地方的森林资源的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自身地方保护

森林资源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程度政策扶持和辅助，以

此推动着地方森林资源的产业发展，实现保护地方森林资

源的目标。

（八）多样化森林经营，带动生态文明建设

森林资源属于一个完整化的生态结构，林木资源异常

丰富，并且还可以为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

和生长地。因此，林业部门应当在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的区

域，加强和当地林农、部门的合作沟通，积极拓展森林资

源隐含的功能，借助优越的森林资源性去开发多种经营。

在土壤肥沃、阴凉湿润的林下种植草珊瑚、砂仁等中草

药，在未郁闭成林、较干燥的林地中去种植青菜、豆类、

花生等，将森林自然环境留给多数动物作为其栖息地。在

近年来，每个村道路建设已是基本完成，并且山区交通条

件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因此在优美森林景观区域中，可以

发展林下休闲游和森林公园等项目，以此促进旅游业实现

快速发展。借助发展旅游业，可以极大促进当地酒店、特

产售卖、餐饮等行业的发展，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实现节节

攀升。

（九）病虫害防治体系，提升资源保护效率

病虫害能够直接影响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生长与发展，

也是降低森林覆盖率主要的因素，对我国生态环境健康发

展有着不利的影响。为了可以从根本上预防森林资源的流

失，相关的部门应建立一个合理化、科学化的病虫害的防

治体系，不断加大病虫害防治的工作力度，有效地降低和

减少病虫害对于森林资源发展的影响，保障森林资源健康

发展，逐步地提升森林的覆盖率。林业管理部门在防治病

虫害的过程中，需秉持并落实到位“合理治理、预防为

主”的责任制度，增加专业工作人员病虫害防治的能力

与意识，借助合理、科学的防治手段，在最大程度上弱化

病虫害对森林资源的建设，以此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平衡发

展。除此之外，也应当要提升检疫执法的水平，进一步地

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为此，首先应当加强春季中造林苗

木检疫的质量，避免因栽植的植株携带病虫害，以此影响

整体的工作质量；其次林业管理部门应当做好对外来有害

生物的防范工作，像松材线虫。最后，林业管理部门应当

不断地加大有害生物宣传力度，用各种形式来向广大群众

宣传所有有害生物及其危害性，让广大的群众对有害生物

有初步的认识，使其在实际预防和治理病虫害的时候采取

正确的措施，以此不断提高森林防疫的工作水平，加速生

态文明构建。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保护森林资源是当前阶段建设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的重要工作。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愈加的关注与重视，而保护森林资源则

是基本的工作构成。森林资源一旦受到严重的破坏，人类

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也会因此被毁坏，这就要求在

保护森林资源的工作期间，应当着重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

保护意识与观念，致力于构建良好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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