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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北接青藏高原，集

中 分 布 着 我 国 约 17% 的 高 等 植

物 种 类 和 约 30% 的 哺 乳 动 物 种

类。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

员会编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

一书，将高黎贡山列为“具有国

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

地区”。

在高黎贡山腾冲段林家铺

科研监测站，林下错落分布着今

年刚种下的大树杜鹃幼苗。这

是高黎贡山具有代表性的植物

之一。

采取多种措施，
保护濒危植物

被称为“杜鹃花王”的大树

杜鹃，树干高耸。由于分布范围

极 其 狭 窄 且 数 量 稀 少 ，20 世 纪

初，第一棵大树杜鹃被偶然发现

后，多年没有人再看到过它。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副局长

段绍忠介绍，为了摸清大树杜鹃

的底数，中国科学家深入高黎贡

山腹地，开始了多年寻找。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植物学家冯

国楣的科研团队在腾冲界内的

高黎贡山山腰发现多棵大树杜

鹃。大树杜鹃群落的发现，给了

科研工作者更多信心。

1983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批

准建立高黎贡山省级自然保护

区，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晋升其

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政府部门和科研工作者对

大树杜鹃进行了系统的野外调

查，直到 2014 年，最终确定当时

保有的大树杜鹃数量为 1771 株。

“大树杜鹃种子比芝麻粒还

小，从树上掉落后在原始森林生

境中难以发芽，加之对温度、湿

度、海拔等条件要求苛刻，种群

自然更新和扩繁极为不易。”段

绍忠介绍。自然更新和扩繁困

难，就需要人为救助。中科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林业和草

原科学院等对大树杜鹃开展了

人工繁育及扩繁技术实验。对

实验室繁育成功的幼苗，选择在

与其生境地条件相近的地方进

行回归种植实验。林家铺成为

回归种植实验基地之一。

据统计，林家铺最新移栽的

这片杜鹃幼苗共 200 株，栽种于

今 年 5 月 ，目 前 长 势 良 好 ；在

2017 年第一次移栽到这里的幼

苗，存活率达 60%，4 年间，苗高

从 25 厘米长到了最高 60 厘米。

“我们选择移栽的幼苗基本在 25
厘米左右，这个高度能在野外生

境中较好进行光合作用，自然生

长。大树杜鹃自然生长缓慢，4
年能长这么高，可以说回归种植

很成功。”段绍忠说。

2005 年，云南提出要保护极

小种群物种。2010 年，云南省人

民政府批准实施《云南省极小种

群 物 种 拯 救 保 护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将 62 种植物、

50 种动物列为极小种群物种，实

施抢救式保护。在高黎贡山，野

外摸底后通过近地保护及人工

繁育野外回归等手段，保护了大

树杜鹃、保山茜、滇桐等濒危、极

危物种。

建立生物走廊
带，优化野生动物生
存环境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涉及云南省保山市和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共分为北、中、南三

个互不相连的片区。

做好保护离不开科学研究

和大量实地监测。为解决野生

动物栖息地生境破碎化这一难

题，1996 年，保山市人民政府、原

腾冲县（现腾冲市）人民政府将

位于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之间的国有林确立为生

物走廊带，纳入高黎贡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生物走

廊带使生态得到有效保护，两个

保护区几乎连成一片，物种迁出

迁进，形成了真正的野生动物通

道。”云南省保山市林业和草原

局四级调研员李正波说。

“有时我就在山上数猴子，

看着从山头那边过来的猴子越

来 越 多 ，以 前 一 次 只 能 数 几 十

只，现在经常能数到上百只。”守

护菲氏叶猴 10 余年的护林员杨

亚群激动地说，生活在生物走廊

带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菲氏叶猴，数量从 1996 年的

4 群 130 只，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8
群 300 多只。

让生活和生态
一起变得更好

1995 年，在中科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保山管理局等单位的帮助

下，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

护 协 会 在 保 山 市 百 花 岭 村 成

立。“每年我们至少办两次生态

保护培训讲座。”协会理事长侯

兴忠自豪地说。

生态变好，生活也变好了。

在高黎贡山的另一头，护林员张

敏对此深有感触。

2013 年，张敏当上了高黎贡

山独龙江管护站的护林员。“国

家给了我们保护生态的任务，也

让我们有了稳定的收入。刚做

护林员时，独龙江这边的路特别

不好走，没通隧道前，还会遇到

大雪封山半年的情形。”张敏回

忆。2014 年 4 月，独龙江公路高

黎贡山隧道顺利贯通，张敏的巡

山护林路也更便捷。

在隧道附近的河谷，张敏架

起了高黎贡山独龙江段的第一

个红外线摄像头。“除了做护林

员的工资收入，我们还种起了草

果，农作物卖到了山外面，收入

也增加了不少。”张敏说。

独龙江乡乡长木小龙介绍：

“目前我们的林下种植全部在次

生林范围内进行，且对规模进行

控制，绝不允许在保护区原生林

下种植。巡护员定期巡查，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

上图：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

黄湘元摄（人民视觉）

进行实地监测 开展科学保护

在高黎贡山，护多样生物
本报记者 沈靖然

“ 生 态 家 园 保 护 好 ，森 林 防 火 少 不

了 ……”一早，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樟山

镇东陂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林长晏柏文，

带着喇叭开始在他负责的山林巡护。有

没有野外用火、乱砍滥伐、违法违规使用

林地现象，树木有没有病虫害，他都要留

心。结束巡护，他还要在记录本上记下当

天巡林的情况。

吉 州 区 委 书 记 、区 总 林 长 尹 冬 苟 介

绍，实行林长制三年来，8 名区级林长、56
名乡镇级林长、133 名村级林长，加上生态

护林员队伍，守护着全区的绿水青山，吉

州“山有人管、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实现

了生态增优、林业增效、林农增收。

吉州区是林长制在各地实施情况的

一个缩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印发以来，林长制改革呈现全

面 推 开 、稳 步 推 进 的 良 好 态 势 。 截 至 目

前，31 个省份全面推行林长制，出台实施

文件，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双

总林长。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把 贯 彻 落 实《意

见》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确保林长制

改革各项任务取得实效。据悉，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正在制定《林长制督查考核办法

（试行）》，强化顶层设计，不断加强政策引

导，强化调研督导，加强宣传培训，全力推

动林长制改革做深做实。

各地加强制度设计，统筹行政资源，

提升林长制改革综合效能。重庆、新疆、

海南等 12 个省份已全面建立各级林长体

系。安徽、江西、山东等 17 个省份及新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已 发 布 林 长 会 议 、部 门 协

作、工作督查等各项制度。各地还因地制

宜，推出森林警长制、总林长令、林长述职

等机制。

围绕林长制改革目标，各地积极创新

改革举措。安徽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

建立“林长+检察长”省级工作机制，积极

推行“刑事惩治+公益诉讼+生态赔偿”生

态检察模式，并实施森林警长制。

江西持续推深做实林长制改革，构建覆盖全域的“一长两员”森林

资源网格化管护责任体系，整合基层监管员 5591 人，聘请专职护林员

25189 人。统筹生态护林员补助、公益林和天然林管护补助等资金，保

障专职护林员工资待遇。护林员巡护上报事件办结率超过 99%，违法

违规使用林地、违法违规采伐林木数量明显下降。

福建创新林长制工作机制。三明、龙岩等市探索建立“林长+警

长”“林长+法院院长”“林长+检察长”等工作机制，龙岩市专门配备“森

林警长”，永安市成立专业公司，探索“森林管家”模式，实现森林资源巡

护社会化、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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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高黎贡山拥有绵
长的山脉。集热带、亚
热带、温带和寒带于一
体的完整生态系统垂
直结构，使得这里生物
多样性极其丰富。

建立生物走廊带、
开展定期巡护、加强科
学研究……地方政府、
科研人员、当地居民等
付出多年努力，共同守
护 着 这 里 的 生 物 多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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