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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辽宁省昆虫学会自成立以来，坚持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振兴辽宁省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服务三
农”为宗旨，积极投身到辽宁省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开展学术交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科普宣传
、生产调研和科学研究等活动，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辽宁省科协和中国昆虫学会的好评和表彰，并深得广大会员的信任和热爱，真正地成为会员之家
！
 　　文集较系统的回顾了二十年来辽宁省昆虫学会所走过的历程。
一是回顾辽宁省昆虫学会二十年来所做的工作；二是肯定历届理事会，尤其是一些老同志为辽宁省昆
虫学会所做的贡献和所取得的成绩；三是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
今后做好学会的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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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 以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为重点。
突出抓好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建立外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体系，开展风险分析。
严格引种审批，强化引进林木种苗检疫隔离试种和检疫监管，严防外来有害生物的传入。
加强与进出境、农业、气象、交通、铁路、民航、工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强化产地检疫、调运检疫
和复检工作，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扩散传播。
继续以林业重点工程为主战场，以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杨树天牛、松小蠹和林业害鼠（兔）等主
要有害生物为重点，对跨区域发生、为害严重的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实施联防联治和重点治理。
以食叶害虫防治为突破口，全面实施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防治。
严格执行《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处置办法》，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按照属地管理、地方政府为主的
原则，逐步建立和健全统一领导、各负其责、分级联动、反应及时、处置果断的应急机制，有效处置
突发林业生物灾害事件。
3.4 调整防治生产力布局，逐步扩大防治领域在继续抓好重点生态林有害生物防治的同时，充分关注天
然林、天然次生林、荒漠林的有害生物防治。
根据林业产业体系建设的要求，着力抓好商品林和经济林等有害生物防治。
加强景观林有害生物防治，将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地的有害生物纳人防治工作
重点。
在继续抓好林业重点工程区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同时，将沿海防护林、生物质能源林等新工程区
的有害生物防治纳入重点工作范畴，保护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成果，为林业生态恢复提供强有力保障。
3.5 适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积极推进防治体制机制创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机构要加快职能转变，强化行业管理和行政执法。
加强队伍素质培养，提升依法行政、科学防治、服务社会和应急反应的能力。
突出基层防治服务网络建设，发挥县级防治机构、乡镇林业站作用，并从护林员、林业大户中培养林
业“赤脚医生”，形成集监测、预防、除治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防控服务网络。
提高林农的防治有害生物意识，引导和扶持林农建立形式多样、自律互助的防治联合体，实行联防联
治、群防群治，实现资源共享，降低防治成本，提高防治成效。
鼓励和支持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以专业公司、专业队、森林医院、树木医生等多种形式介入防
治领域，开展承包防治、技术咨询等业务，形成多元化的防治格局，实行社会化有偿服务。
健全和完善防治市场化机制和相关制度，保证防治工作有序开展，保障林农合法权益。
3.6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提高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组织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战略、气候变化对林业有害
生物影响等宏观研究，用以指导防治工作实践。
强化科研攻关，加大新技术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着力解决监测预报、快速检疫检验、天敌繁育
、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无公害防治等技术难题。
根据防治工作需要，尽快建立健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标准体系。
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有
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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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辽宁省昆虫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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