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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层面的国有林场发展战略思考

———以红花尔基林场为例

文化与传播学院　王　冲

国有林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为加快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和改善生

态，在重点生态脆弱地区和大面积集中连片的国有荒山、荒地上，采取国家投资的方式

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营造林和森林管护的林业事业单位。国有林场的林地、林木等全

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国家财产。

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国有林场的发展也面临着调整和变革。在这个过程中，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国有林场的

发展就要受到制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人们解决这些矛盾常常采取多种手

段，而依靠文化的力量化解这些矛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所以，化解这些矛盾，必

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和激励。因此，文化建设对于国有林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

作用。

　　一、文化概述

文化是一个宽泛而复杂的概念，８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尔在他的名著《人
类历史哲学概要》中提出了文化定位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

式，它的概念是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

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

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

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①

按照这种定位，一个机构、一家企业，其本身由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组成，同时又隶

属于一定的地域文化，其内部蕴含着自身的组织文化。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与文明是一体的，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

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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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包括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

价值系统。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严重，文化概念逐渐从人类学、社会学的层面扩展到生

态学和生物学的范畴。生态学和生物学的文化概念旨在说明，文化并不仅仅限于人类

和人类的创造，它同样适用于其他物种和整个自然领域。① 人类文化的建设，必须考

虑到植物、动物和其他一切生命形式，因为人类与这些物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

　　二、文化建设对国有林场发展的意义

（一）国有林场建设的现状
经过５０多年的建设，全国国有林场总数已达到４５０７个，分布在３１个省（区、市）

的１６００多个县（市、旗、区）。现有职工总人数６６万人，经营总面积为９３亿亩，其
中，林业用地面积７５亿亩，森林面积６亿亩，森林蓄积量２２亿立方米，分别约占全国
林业用地面积、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１８％、２３％和１７％。

按照经营对象划分，国有林场可以分为用材林林场和防护林林场、经济林林场、风

景林场等。按照预算体制划分，国有林场可以分为生态公益型林场和商品经营型

林场。

本次调研的对象———红花尔基林场的管理单位红花尔基林业局始建于１９７０年，
是呼伦贝尔市直属地方林业六局之一。林业局施业区总面积为５９８万公顷，有林地
面积为１９５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为２５０７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３２６７％。施业
区内建有“三北”防护林种子林、母树林基地，国家级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樟

子松森林公园，是国家天保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区，目前已由采伐木材为主向生态建

设为主转变。

从整体上来看，国有林场的发展目前主要面临着如下困境：

第一，依赖于国家拨款，资金缺口较大。过去几十年间，国有林场的基础设施严重

老化，有的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比严重滞后；加上国有林场历史沿袭的属性具有较

强的独立性，需要自己投入大量资金，改善林区的水、电、路、通讯、住房等基础设施。

在近几年国家实施的村村通公路、乡乡通油路、农村电网改造、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项工程中，国有林场往往被排除在外，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在这种

情况下，林场不得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而资金的来源只能依靠国家拨款。

以红花尔基林场为例。尽管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林业局先后移交了中小学校、供
电所、森林公安局等机构，但目前仍承担着医疗、消防、环卫、物业、广播电视等社会职

能，做着事业单位的工作，却没有事业单位的定性，不享受事业单位的政策待遇，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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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拨付的天保工程管护经费，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在这种背景下，国有林场的资金

始终存在较大的缺口。

第二，自主创新意识不强，经营渠道较为单一。国有林场多年的“铁饭碗”性质，

造成内部自主创新意识不强。自上至下习惯于延续既有的路径，一些林场的发展思路

仍旧是“靠山吃山，近水吃水”，以加工业、养殖业和种植业为主。这种发展思路相较

于过去的伐木经济有一定的进步，但是仍旧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的潜在危险。

第三，人员结构老化，人才引进艰难。国有林场的地域分布往往比较偏远，环境相

对闭塞，工作单调枯燥，职工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多个方面存

在困难。收入低，责任重，工作条件艰苦，造成森林管护人员的思想波动较大。在国家

投入较少的年代，为了缓解经济上的紧张状况，甚至出现林场工人偷伐偷猎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林场职工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面临的困难仍

旧突出。

以红花尔基林场为例。全局林业人口３１３６人，职工总数１５４９人。其中，在职职
工１１１５人，离退休职工４３４人；少数民族职工４５５人，由蒙、汉、鄂温克、达斡尔等８个
民族组成；专业技术人员１５３人，占职工总数的１３７％；职工平均年龄为４０岁。由于
编制等条件的限制，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存在较大的困难。

（二）文化建设对国有林场发展的意义
文化建设包括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对外建设，主要是打造适合林场自身特色的

文化产业；对内建设则是提升组织文化的层次。这两个方面对于林场的发展都有着重

要意义。

１有助于拓展林场的经营渠道
在林场转型过程中，打造文化产业是国有林场发展的重要路径。

文化产业通常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生产与销售以相对独立的物态形式呈现的文化

产品的行业（如生产与销售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等行业）；二是以劳务形式出现的

文化服务行业（如戏剧舞蹈的演出、体育、娱乐、策划、经纪业等）；三是向其他商品和行

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业（如装潢、装饰、形象设计、文化旅游等）。相关数字表明，２０１２
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４万亿元，文化产业在我国ＧＤＰ中所占比重正在进一步提
升，目前已经占到ＧＤＰ总值的８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正逐渐增强。①

在这种背景下，国有林场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向文化产业进军，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业，必然能够拓展林场的经营渠道。

２有助于林场的可持续发展
林场属于资源型企业，在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的今天，国有林场正在由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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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具有优化经济

结构、扩大消费、促进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文化产业将进一步增加所

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而有助于林场的可持续发展，彻底告别资源掠夺型的发展模式。

３有助于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
组织文化在整个文化范畴里属于最微观的层次。组织文化之所以对组织的经营

管理起作用，主要不是依靠规章制度之类的硬约束，而主要是依靠精神的力量对员工

的熏陶、感染和诱导，使员工产生对组织目标、行为准则及价值观念的认同感，自觉地

按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及行为准则从事工作。①

以红花尔基林业局的社会保障为例。林业职工全部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生育五项社会保险。按２０１１年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３１６０元测算，人均年社会保险
补助费单位缴纳部分达１２０５０元，职工人均缺口５７８５元。②

在这种背景下，除了积极拓展林场的经营方式增加资金来源渠道外，大力发展组

织文化也是稳定林场职工的重要方式。合理有效的组织文化能够促使员工在各种环

境中有效地控制和把握自己的心理状态，坚定信念，保持斗志，进而形成组织的凝

聚力。

　　三、国有林场文化建设战略

（一）国有林场开展文化建设的内容
１建立森林文化体系
森林文化是指人对森林的敬畏、崇拜与认识，是建立在对森林的认知以及各种获

益于森林而心生感激的朴素感情基础上，反映人与森林关系的文化现象。森林文化一

般包括技术领域的森林文化与艺术领域的森林文化两大部分。技术领域森林文化是

指合理利用森林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如造林技术、培育技术、采伐技术、相关法律法规、

森林计划制度和森林利用习惯等，还包括各地在传统风土习俗中形成的森林观和回归

自然等适应自然的思想；艺术领域的森林文化是指反映人对森林的情感、感性的文学

作品，如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文学等艺术作品的总称，其中包括森林美学的

内容。③

对于国有林场而言，除了要建立技术层面的森林文化外，也要开展艺术领域森林

文化的建设，通过各种途径，将林场呈现在艺术作品中，从而增强森林的知名度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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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马作宽组织文化［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
数据引自调研时红花尔基林业局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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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度。

２打造地域文化特色
在开发旅游文化的过程中，打造国有林场的地域文化特色尤其重要。

以红花尔基林场为例。其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南麓，与世界著名

的呼伦贝尔草原毗邻，处在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之间山地与高原、森林与草原的

过渡地带，属大兴安岭森林生态体系，是国有沙地樟子松天然林生态区。林场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和地理特色，这一点是其区别于其他森林旅游资源的重要特征。而从目

前的调研情况来看，林场的民族特色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掘。

３加强组织文化建设
国有林场有其自身固有的属性，强调安全与生存，因此，在其组织文化建设的过程

中更倾向于保守型，即希望员工是遵守纪律的、循规蹈矩的。随着林场经营方式的多

元化，在原有的组织文化基础上也应加强学习型企业组织文化建设，通过提供大量的

培训，提升现有员工的素质，从而满足林场发展的需要。

（二）国有林场开展文化建设的路径
１借力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是当今大众文化的重要形态，也是文化产业的重要产品。由于其传播范

围广，渗透率高而成为旅游营销的重要手段。究其原因，是因为观众了解影视作品中

的故事，不仅仅是满足于视觉体验，而是想亲自去剧中人物出现的场景体验一下。以

韩国济州岛为例。这个岛原本知名度并不高，近些年来由于大量的韩国偶像剧在此取

景，如《我的名字叫金三顺》《宫》等，赋予了其爱情的意象。伴随着韩国偶像剧的输

出，包括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观众纷纷前往体验，从而形成济州岛旅游热，济州岛也因

此开发了大量与韩剧相关的旅游景点，如济州民俗村（《大长今》）、泰迪熊博物馆

（《宫》）、Ａｌｌｉｎｈｏｕｓｅ（《洛城生死恋》）等；国内的影视作品《非诚勿扰》《泰� 》̂等也曾

先后带动了日本北海道和泰国的旅游热潮。

对于国有林场而言，在开拓旅游资源时，不妨借鉴类似的模式，以优惠条件吸引影

视剧组前来拍摄，从而提升知名度。

２利用新媒体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３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５９１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４４１％。
与此同时，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４６４亿，较 ２０１２年底增加了
４３７９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７８５％。① 在这种背景下，国有林

１０１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第３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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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应抓准时机，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自身优势。

一是加强网站建设。网站是机构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也是自身文化建设水平的

综合展示平台。网站内容是否丰富，页面是否方便友好，都会影响到外界的判断。

以红花尔基林场的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ｈｅｊｌｙｊｃｏｍ）为例。其下属的森林公
园与红花尔基林业局的机构网站共用一个网址，网站目前的多项内容仍属空白，例如，

有关森林文化的页面，网站显示仍处于资料整理中；在相关的服务信息方面，对宾馆酒

店、旅游交通的介绍也是空白。① 因此，需要尽快完善官方网站，以便于人们查阅，从

而吸引更多的观光者。

二是利用社会化媒体。以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近年来发展迅猛。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微博网民规模为３３１亿，较２０１２年底增加了２２１６
万，增长了７２％。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到了５６％，较上年底增加了１３个百分点。
我国社交网站网民规模为２８８亿，较上年底增加了１２９５万人，增长了４７％。

与之前的传统媒体不同，社会化媒体由于兼具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

功能，更强调传受之间的平等互利，社会化媒体一问世，就被各类组织广泛利用，成为

互动与分享的平台。社会化媒体既可以作为内部组织文化的沟通网络，也可以作为对

外营销的平台。

国有林场应尽快开辟微博、社交网站账号，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营销成本低廉、互

动效果良好的功能，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展现出来。

综上所述，文化建设对于国有林场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建设新型生态

文明的基础上，通过理顺机制，自主创新，全面提升国有林场的文化建设水准，从而使

国有林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２０１

① 查阅时间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