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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
带，村外水如环。”一首古诗，至今仍是江西
婺源乡村景致的写照。婺源县挂牌保护、
树龄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有 14116 株，占
江西省古树名木总量逾一成。这些大多生
长在村民房前屋后的古树名木，遍及全县
172个行政村、1351个自然村。

“婺源这么多古树名木能够得到有效
保护，自然保护小区发挥了促进作用。”江

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一级调研员吴英
豪说。

在村庄周围植树造林，是婺源人的传
统。这些被当地人称为“水口林”的村落生
态林，得到村民自发保护。但在几十年前，
乱砍滥伐现象一度比较突出，并蔓延到了
部分“水口林”。

如何守护好这些零星分散却又颇有价
值的林地？1992 年起，婺源率先探索建立

若干自然保护小区，对这些呈斑块状分布
的天然林实施保护，取得良好成效。2017
年 9 月，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名单公布，婺源榜上有名。

2016年 5月，原国家林业局印发的《林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构建以自然
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主体、其他保护地和
自然保护小区为补充的自然保护体系，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当年 8月，由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
《林学名词（第二版）》出版，“自然保护小
区”被编入其中，定义为“为保护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群和典型植物群落而设定的
面积较小的保护区”。

迄今，婺源累计建成自然保护小区
193 个，总面积 10.98 万公顷。近日，记者
走进婺源，探寻自然保护小区守护大自然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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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
因地制宜探索保护分散

的小面积天然林，193 个自然
保护小区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

冬日婺源，依然满目苍翠。记者随

婺源县秋口镇渔潭村村民程观洪的脚

步，沿一条蜿蜒小路攀上后龙山，脚下

枯叶踩得咔嚓作响。合抱粗的古樟树

冠葱茏如盖，拨开一簇簇伸展到山路上

的树枝，草丛中一块石碑映入眼帘，“渔

潭自然保护小区”几个大字苍劲有力，

落款处“一九九二年”的字样依稀可辨，

这里是婺源县政府设立的第一个自然

保护小区。

渔潭何以成为婺源首个自然保护

小 区 ？ 程 观 洪 扬 手 一 指 ：“看 ，那 是 白

鹭。”树丛中一抹白色身影若隐若现，时

而跳跃于石上，时而展翅于枝头。渔潭

建设自然保护小区，就与白鹭有关。

程观洪介绍，渔潭村有树龄百年以

上的挂牌保护古树 138 株，集中分布于

后龙山一带的天然林区。

1992 年盛夏，后龙山上鸟鸣啁啾，引

起附近村民注意。时任婺源县林业局科

学技术推广站站长的郑磐基接到报告

后，赶到渔潭村开展野外调查，发现后龙

山这片天然林中有鸟类近 50 种，仅白鹭

就有 200余只。

如何保护家门口的珍稀鸟类？有村

民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

“这很难行得通。”郑磐基解释，根

据国务院 1985 年 6 月批准的《森林和野

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建

立国家自然保护区，须报国务院批准；

建 立 地 方 自 然 保 护 区 ，须 报 省 政 府 批

准。申报要求也高，须是“不同自然地

带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的地区”或“珍

贵稀有或者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动植物

种 的 主 要 生 存 繁 殖 地 区 ”等 。 面 积 仅

8.3 公顷的后龙山，很难被纳入自然保

护区管理体系。

渔潭遇到的生态保护难题并非孤

例。婺源素有“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

路和庄园”之称，是典型的南方丘陵地

形。几十年前，随着经济社会活动增加，

曾经集中连片的天然林面积逐渐缩小，呈

斑块状分布。而这些分散的天然林中，生

长着不少古树名木。

如 何 守 护 好 这 星 星 点 点 的 绿 色 ？

郑磐基翻阅大量学术文献发现，土壤学

家李庆逵等专家曾建议，在人口稠密、

交通便利、经济活动频繁的低山丘陵地

区，分散建立面积几十亩到几百亩的微

型森林自然保护区，作为重点自然保护

区的补充。

这让郑磐基深受启发，1992 年 7 月，

他向婺源县政府递交了《关于婺源建立

乡、村级自然保护小区的商讨》，得到有

关方面重视。

1992 年 8 月，婺源县政府印发《关于

开展我县自然保护小区调查规划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乡镇林业管理部门普

查摸底，对适宜建设自然保护小区的山

场 开 展 调 查 规 划 ，经 县 政 府 批 复 同 意

后，可由各乡、镇、场、村自行建设自然

保护小区，初步形成了一套由林权单位

申请、林业部门规划、县级政府审批的

运作程序。

“ 结 合 当 时 婺 源 县 二 类 森 林 资 源

调 查 ，确 定 各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的‘ 四 至 ’

范围，录入全省林地‘一张图’。”郑磐

基说。

手持定位杆，肩扛测距仪，郑磐基

和村民们走遍后龙山的角角落落，一笔

一画绘制出一幅 1∶25000 的渔潭自然保

护小区规划图。申报材料很快获得批

复 ，渔 潭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从 蓝 图 走 进 现

实。1992 年 9 月，秋口镇建成首批 11 处

自然保护小区，总面积达 1208 公顷。到

1993 年底，婺源县建成乡（镇、场）级自

然保护小区 13 处，村（组）级自然保护小

区 168 处。

“面积小，作用大。”郑磐基向记者

展示了一组数据：试点建设第一年，全

县自然保护小区内聚集繁衍的白鹭数

量即由往年的近千只增至 1993 年的 3
万多只。1996 年 12 月，原江西省林业厅

成立婺源“自然保护小区主要植物和鸟

种”调查项目研究小组，在连续 3 年的调

查中，相继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

物红豆杉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香

果树等珍稀物种的天然分布。

2015 年 5 月，《婺源县自然保护小区

（风景林）管理办法》出台，进一步明确

了自然保护小区的含义、功能和价值定

位，即“自然保护小区，是指村庄周围或

房前屋后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

风固沙、净化空气、调节气候、观赏游憩

和美化乡村等功能，且树龄较长、绿化

效果好、有一定乡村文化底蕴的片林及

古树名木群等风景林”。

婺源建立自然保护小区的实践探

索获得广泛认可。由原国家林业局组

织编制、自 2001 年起实施的《全国野生

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

体规划》指出，“建立自然保护小区，是

针对我国南方人口稠密地区实施对生

物多样性和珍稀动植物栖息地保护的

一种有效方法和措施。它可以在全社

会范围内，进一步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和

人民群众生活环境，从身边做起保护自

然 资 源 ，提 高 全 民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意

识”。原国家林业局 2005 年 7 月发布的

《2004 年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统计公报》

显示：全国自然保护小区达到 49109 个。

目前，婺源建成的 193 个自然保护

小区，总面积 10.98 万公顷，已覆盖全县

所有行政村。

群策群力
建 章 立 制 ，引 导 群 众“ 自

建、自管、自受益”，10.98 万公
顷自然保护小区全部纳入公
益林生态补偿范围

天色微亮，晨雾中夹着一股凉飕飕

的 风 ，渔 潭 村 护 林 员 程 明 世 肩 挎 铁 皮

壶，脚蹬橡胶鞋，手拎一支橡胶灭火拖

把，准时出门巡护。走近村口那棵古樟

树，程观洪已等候多时，二人并肩朝后

龙山方向走去。

看山护林 20 余年，程观洪是渔潭自

然保护小区最早的护林员之一，对脚下

这条巡护路再熟悉不过。2015 年交棒

给年轻人后，他仍然闲不住，隔三差五

到自然保护小区走走看看。

“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守住好日

子。”程观洪与记者一路攀谈，聊起年轻

时当生产队长的经历记忆犹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伐树垦荒

严重，一些村民家中出现大量白蚁，木

质门窗桌椅被啃噬毁坏。痛定思痛，渔

潭村于 1974 年冬立下村规民约：严禁占

林开荒，不许携带火种进山，砍树烧山

要赔偿。

一系列保护举措为渔潭村唤回了

绿 色 ，生 态 保 护 意 识 也 逐 渐 在 村 民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 1992 年 ，试 办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的 设 想 一 经 提 出 ，得 到 渔 潭 村 人

普遍支持。但也有村民嘀咕：“设立自

然 保 护 小 区 后 ，这 片 林 子 是 不 是 就 不

归我们了？”

“山林土地权属不变，往后还得靠

大家一起建设自然保护小区。”郑磐基

走 家 串 户 上 门 宣 讲 政 策 ，打 消 村 民 顾

虑。 2019 年 12 月出台的《江西省自然

资 源 统 一 确 权 登 记 总 体 工 作 方 案》提

出 ，对 包 括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在 内 的 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地 确 权 登 记 ，村 民 们 心 中 更

踏实了。

“山还是这座山，林还是这片林，守

山护林力度更大了。”程观洪说，自然保

护小区建立后，渔潭村的 6 个村民小组

各选派一名护林员组成巡护队，由秋口

镇林业工作站和渔潭村村两委共同管

理，实施每天两次的常态化巡护。

“ 有 林 业 站 做 后 盾 ，巡 护 底 气 更

足 。”程 观 洪 回 忆 ，过 去 发 现 偷 伐 者

时 ，对 方 常 以 封 山 育 林 是 村 里 的“ 土

政 策 ”来 辩 解 。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成 立

后 ，镇 林 业 工 作 站 与 村 两 委 形 成 了

“村 站 共 管 ”协 作 机 制 ，护 林 员 的 线 索

上 报 渠 道 更 加 通 畅 ，一 旦 发 现 违 法 行

为 ，镇 林 业 工 作 站 执 法 人 员 可 第 一 时

间现场处置。

山路蜿蜒，鸟鸣啾啾，行至一棵枝

繁叶茂的樟树前，程明世停下脚步，拉

着记者上前查看树干上的一处劈砍印

迹。前年曾有盗伐者企图砍伐这棵樟

树，被程明世巡山时迎面撞上，他立即

上前制止，马上报警。秋口镇林业工作

站执法人员随即赶到现场，对盗伐者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

指尖轻触手机屏幕，程明世的巡护

里程、路线一目了然。如今，自然保护

小区的智能化巡护水平持续提升，林业

部门可通过电话联系、定位跟踪、轨迹

回放等方式对自然保护小区进行督导

检查，并随时掌握护林员到岗情况。

“小区规模虽小，保护举措不少。”

程明世对《婺源县自然保护小区（风景

林）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耳熟能详：自然

保护小区范围内禁伐禁猎、禁止采脂；

严禁挖砂、采石、取土、野炊、渔猎、放牧

等相关活动；在自然保护小区及其边界

外 10 米内禁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规

模化生产经营活动……巡护路上，程明

世仔细查看草丛中是否存在火灾隐患，

没了路就顺着沟谷走，碰上陡坡就手脚

并用地爬。

2017 年 3 月，婺源县正式启动天然

林保护工程；2018 年 1 月，将 9 年前规定

的“天然阔叶林十年禁伐”升级为长期

禁伐；2018 年 7 月，全面推行林长制，建

立专职护林员队伍……“这些政策举措

与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管 理 办 法 、村 规 民 约

等，共同促进了自然保护小区的管理与

保护。”郑磐基说。

“守着本村的林，领着国家的钱，得

把责任尽到。”程明世 4 年前被确定为专

职护林员，每年有 2 万元工资收入。近

年 来 ，婺 源 县 相 继 将

10.98 万公顷自然保护小

区全部纳入县级地方公益

林生态补偿范围，按照每年每

公顷 315 元的标准向林权所有人发

放生态补偿资金。2020 年，婺源县安排

护林员专项资金逾 900 万元，加强“村站

共管”协作机制建设自然保护小区，进

一步引导群众“自建、自管、自受益”。

共建共享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升

保护管理水平，生态效益与村
民生计相得益彰

晨光熹微，竹排船拨开细浪，秋口

镇王村村村民俞智华娴熟地操控着手

柄 ，驶 向 江 心 洲 的 月 亮 湾 蓝 冠 噪 鹛 自

然保护小区。没了过去震耳欲聋的马

达 声 ，俞 智 华 对 竹 排 船 的 电 动 引 擎 赞

不 绝 口 。 2020 年 以 来 ，王 村 村 投 资 50
余万元，为全村 60 多艘柴油竹排船改

装 了 电 动 发 动 机 。“村 里 舍 得 投 入 ，初

衷 是 给 鸟 儿 营 造 一 片 安 宁 的 栖 息 环

境。”俞智华说。

顺着竹排船行驶的方向望去，星江

河上一处弯月形冲积沙洲映入眼帘，岛

上植被茂密，水中树影婆娑。“这时节，

鸟儿都飞走了，你才有机会近距离看看

这洲头。”俞智华告诉记者，每年 4 至 7
月，都会有几十只蓝冠噪鹛来岛上筑巢

产卵、哺育幼鸟、繁衍生息。

蓝 冠 噪 鹛 是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动 物 。

“ 鸟 择 良 木 而 栖 。”郑 磐 基 说 ，王 村 村

1993 年即在月亮湾设置了石门自然保

护小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000 年 5 月的一天，郑磐基开展野

外调查时，林间忽然传来阵阵鸟鸣。他

拿起望远镜闻声寻去，一群蓝冠、黄喉、

黑脸、褐腰、尾羽上蓝下白的鸟儿立在

枝头，不时颤动翅膀跃行，叫声清脆悦

耳。“咔嚓、咔嚓……”郑磐基赶忙举起

相 机 拍 照 记 录 ，用 光 了 随 身 携 带 的 胶

卷。经省市林业部门专家反复确认，这

正是长期寻觅不得的蓝冠噪鹛。

“蓝冠噪鹛落户婺源，凸显了自然

保护小区在极小种群保护中的独特价

值 。”郑 磐 基 随 即 向 有 关 部 门 建 议 ，提

升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的 专 业 化 管 理 水 平 ，

制 定 有 针 对 性 的 极 小 种 群 保 护 规 划 。

2001 年 ，石 门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更 名 为 蓝

冠（黄喉）噪鹛自然保护小区。2015 年

3 月，婺源县政府印发的《婺源县蓝冠

噪 鹛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保 护 管 理 办 法》提

出 ，按 照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的

要 求 ，对 蓝 冠 噪 鹛 及 其 栖 息 地 自 然 保

护小区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2016 年

8 月，婺源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原

国 家 林 业 局 验 收 ，蓝 冠 噪 鹛 自 然 保 护

小区被涵盖其中。

以保护蓝冠噪鹛等极小种群为契

机，婺源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小区内的动

植物资源档案，常态化监测野生动植物

变化趋势，因地制宜调整自然保护小区

管理规划。目前，已形成自然生态型、

珍稀动物型、珍贵植物型、自然景观型、

水源涵养型、资源保护型等 6 类自然保

护小区。

“生态好不好，鸟儿告诉你。”郑磐

基说，蓝冠噪鹛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

一般筑巢在 10 米以上的树上，一年只繁

育一次，雏鸟成活率较低，种群总体生

育能力差。在村民的悉心呵护下，来月

亮湾栖息繁衍的蓝冠噪鹛数量逐年增

加，近年来持续稳定在 60 只以上。每年

蓝冠噪鹛进入繁殖期后，自然保护小区

即安排专职护鸟员登岛把守，严禁人员

靠近，并在日常巡护中为蓝冠噪鹛驱赶

天敌。2017 年 6 月，婺源遭遇特大洪水，

蓝冠噪鹛栖息地的树木一度倒伏损毁

严重。在婺源县林业局指导下，村民自

发清理、补植苗木，次年蓝冠噪鹛如约

归来。

2015 年，王村村成立竹排经营合作

社，对进入月亮湾蓝冠噪鹛自然保护小

区的竹排统一管理，所有船只在蓝冠噪

鹛繁衍期间均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小区

核心区域。为避免柴油发动机噪声影

响蓝冠噪鹛栖息，合作社引导村民更换

电动发动机。除蓝冠噪鹛外，月亮湾蓝

冠噪鹛自然保护小区内相继发现了鸳

鸯、黄鹂、领角鸮等 40 余种鸟类。

“与鸟为邻，以鸟会友，村民们既是

护鸟员，也因此吃上‘旅游饭’。”俞智华

经营的竹排每次收费 60 元，自家小院则

改造成了拥有 16 张床位的观鸟民宿，年

收入约 8 万元。2020 年，省级 3A 级乡村

旅游点落户王村，全年游客接待量 10 万

人，旅游年收入 350 余万元。

婺源还探索引入科研团队参与建

设 自 然 保 护 小 区 ，进 一 步 增 强 保 护 力

量。2013 年，婺源县林业局与江西农业

大学的科研团队签署协议，科研人员每

年 4 至 7 月到月亮湾蓝冠噪鹛自然保护

小区监测鸟类活动和种群数量，监测数

据与市县林业部门共享。

2016 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原

国家林业局印发的《关于运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林业建设的指导

意见》提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林木种

质资源保护、野生动植物野外资源保护

公益事业，探索引入专业民间组织新建

或托管自然保护小区，在政府监管下发

展民间自然保护小区（地）”。

顶层设计助推基层探索。2017 年，

婺源县林业局与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

计研究院自然遗产与生态保护研究室

主任杨海明团队达成协议，为月亮湾蓝

冠噪鹛自然保护小区培训了一支 20 人

的专业护鸟队。2019 年 4 月“全国爱鸟

周”期间，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

婺源县林业局携手在南昌举办了“蓝冠

噪鹛科学发现百年”纪念活动，共同讲

述自然保护小区的婺源故事。

“自然保护小区在保护自然上功不

可没。”婺源县委书记徐树斌说，自然保

护小区建设 30 年来，助力婺源的森林覆

盖率由 73.7%上升至 82.64%，旅游业成

为主导产业，古树、古村、古民居成为亮

丽名片。

图①：一群蓝冠噪鹛在江西省婺源

县月亮湾蓝冠噪鹛自然保护小区栖息。

綦茗鹏摄

图②：婺源县秋口镇渔潭自然保护

小区俯瞰。 俞 健摄

图③：月亮湾俯瞰。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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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婺源县建成193个自然保护小区，森林覆盖率提高9个百分点

自然保护小区守护大自然
本报记者 朱 磊 王 丹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