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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开始工作前，四川省雅安市宝

兴县夹金山林业局护林员龙崇江总要做个

深呼吸。

“我做护林工作近 20 年了，真真切切看

着森林越来越繁盛。”拿出手机，他兴奋地展

示拍摄到的小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大

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龙崇江和同事们还主

动提高了巡护频率。“夹金山是国家公园的

一部分，我们要守护好这里！”龙崇江说。

推动司法创新，强化依法
依规管控

龙崇江还记得，2021 年 7 月底，他接到

林区有人盗伐的消息，匆匆赶到现场后，发

现合抱粗的槭树被砍得只剩了树桩。一时

间，龙崇江心疼得说不出话。

满山苍翠林木是野生动物珍贵的栖息

地。警方迅速介入，抓获了 6 名盗伐者。“法

院一般会判决盗伐者通过经济赔偿、补种补

栽来弥补林区损失。”龙崇江有些担忧，“补

种的幼树长成还要很多年，眼下这里被破坏

的生态怎么办？”

为生态修复“调时差”需要司法创新。

负责审理本案的宝兴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

庭庭长季强介绍，研究相关法律后，法院决

定尝试采用“碳汇”修复方式。结合相关机

构的专业建议，法院制定了修复方案，再由

法官们耐心释法说理，6 名被告人在常规修

复判决基础上自愿认购了 24 吨碳汇。“这些

碳汇将用于抵消生态环境受损地的碳排量，

及时达到替代性修复的效果。”季强说。

2021 年 4 月 ，经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批 复 同

意，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设立四川大熊猫

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

片区环境资源案件施行跨区域刑事、民事、

行政、恢复性司法执行“四合一”审判模式集

中管辖。

“生态法庭始终将恢复受损生态环境作

为环境权益保护的最终目标。”成都铁路运

输第二法院副院长周冀介绍，秉承“谁损害

谁修复，谁破坏谁赔偿”的原则，生态法庭不

断创新符合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环境特点

和环境司法诉讼规律的裁判方式，积极探索

代偿修复、替代修复等多种生态环境修复责

任承担方式。截至目前，生态法庭已受理各

类环境资源案件 212 件。

今 年 7 月 ，跨 区 域 林 长 制 法 官 工 作 站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林长制

司法保护成都片区法官工作站揭牌成立。

“生态法庭将继续尝试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

统一执法标准，探索国家公园管理、执法、司

法跨行政区域的衔接机制。”周冀说。

立足地方实际，兼顾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

小雨刚歇，屋前连绵的群山在晴空渲染

下美如画境。

四川省绵竹市清平镇盐井村村民付若

强以前最讨厌阴雨天，“灰尘被雨冲下来，能

把树染成黑色，路上泥多得没法走。”清平镇

磷矿资源丰富，磷矿开采曾是当地支柱产

业。“在矿上挣钱不少，但周围的环境越来越

差。”付若强说。

生态账越欠越多，转型迫在眉睫。被

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后，清平镇积极

推 动 辖 区 内 四 川 九 顶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探 采

矿权有序退出。

按 照“ 矿 区 变 景 区 、矿 车 变 火 车 、矿

工 变 第 三 产 业 从 业 者 ”的 思 路 ，清 平 镇 充

分 挖 掘 国 家 公 园 生 态 旅 游 资 源 ，不 仅 先

后 建 设 童 话 小 镇 等 特 色 项 目 ，曾 经 矿 井

中 的 运 输 小 火 车 也 被 升 级 为 观 光 火 车 。

看 到 游 人 越 来 越 多 ，老 付 心 里 也 有 了 底 ，

他 拿 出 积 蓄 开 了 民 宿 ，实 现 了 全 家“ 产 业

转型”。

老付没有经营经验，刚开始生意不温不

火。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不但给予

“民宿提升”补贴，还请专业设计师上门服

务，帮老付完成民宿的主题改造。很快，老

付家的民宿就成了网红店。如今，依靠民

宿，老付每年能挣不少钱。“国家公园给我们

带来了好日子！”老付说。

为 保 护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原 真 性 和 完 整

性，大熊猫国家公园坚持先立后破、顺向改

革。四川省先后出台相关办法和方案，计

划于今年 12 月底前完成大熊猫国家公园

四川片区内近 200 宗矿业权退出任务。公

园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科普游

憩 、熊 猫 文 化 等 生 态 友 好 型 产 业 ，出 路 更

多、势头更足。

在矿山迹地等受损区域，四川省已采取

人工干预措施陆续恢复大熊猫栖息地 26.56
平方公里，并重点建设了拖乌山、泥巴山等

7 条生态廊道，增强栖息地间连通性。大

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一年来，四川片区大熊猫

野外监测年遇见率由 135 只上升到 178 只，

同域分布的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均

得到有效加强。

“四川会以热爱自然、向往美好的初心，

将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典范，真正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

世代传承。”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

专职副局长张绍军说。

普及自然教育，生态保护
观念深入人心

初 冬 时 节 ，瓦 屋 山 层 林 尽 染 ，美 不 胜

收。在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大熊猫国际森

林探秘学校开设的森林巡护探秘营，孩子们

走进自然，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

在野外撒下各种食物，隐纹花松鼠、毛

冠鹿应邀而来，一堂动物食性科普课在林间

展开；锚定一枚足迹追寻，安装好红外相机，

小熊猫的身影被抓拍下来；根据营地发放的

鸟类“藏宝图”，细心的孩子甚至能自主找到

红腹角雉、金胸雀鹛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

“在营地每一天都是新体验，我对探索

大自然更有兴趣了。”回忆起作为“小小巡护

员”的经历，8 岁的朱云卿收获颇丰，“长大

后，我想为自然保护做更多贡献。”

“有了优质的生态资源，我们可以把自

然教育做得更新、更有现场感。”大熊猫国家

公园荥经县管护总站监测队负责人宋心强

说，一年来，当地的自然教育体系丰富不少，

包含了森林巡护等多种项目。

从自然教育入手，推动国家公园建设实

践。荥经县委书记古玉军介绍，建设自然教

育载体的过程中，国家公园内原有的科普科

教中心、巡护路线等设施得到优化改造，周

边大量社区中心、闲置学校等场所被盘活，

全县文旅产业也随之升级。

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事业蓬

勃发展。四川省发布《关于推进全民自然教

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大熊猫国家

公园自然教育先行试验区建设，目前已成功

打造“绿色小卫士”“熊猫少年”等一系列自

然教育品牌，生态体验参与者达到 100 万

人次。

通过实施自然教育“千人计划”，四川省

评 定 国 家 和 省 级 自 然 教 育（研 学）基 地 30
处，线上线下自然科普宣教受众达到 3 亿

人次。

推动司法创新、协调地方发展、普及自然教育，大熊猫国家公园—

多角度探索 全方位保护
本报记者 李凯旋

核心阅读

横跨岷山、秦岭等山系，
海拔高差近6000米，在大熊
猫国家公园中，不仅生活着
1340只野生大熊猫，还分布
有川金丝猴、红豆杉、珙桐等
野生动植物8000余种，是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
之一。自去年 10 月正式设
立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在
依法依规管控、科普宣传、协
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等方
面取得阶段性进展。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国家公园设立一年来②国家公园设立一年来②

R

本报北京 11月 15日电 （记者寇江泽）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十四五”乡村

绿化美化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国

平均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32%，乡村“四旁”植树 15 亿株以上，全

面巩固提升国家森林乡村，绿化一批国有林区、国有林场居住点，

建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森林乡村、绿美乡村，乡村自然生态得到

全面保护，乡村绿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行动方案》提出多项主要任务，包括：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突

出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植被，维护乡村自然生态系

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稳步增加乡村绿量，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科学恢复林草植被；着

力提升绿化质量，优先采用乡土树种草种绿化，审慎使用外来树种

草种，防止乡村绿化城市化、奢侈化；发展绿色惠民产业，结合乡村

绿化，充分挖掘绿色产业发展潜力。

《“十四五”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方案》印发
到2025年全国平均村庄绿化覆盖率达32%

本报乌鲁木齐 11月 15日电 （记者韩立群）今年以来，新疆持

续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目前，已启动实

施了塔里木河干流、和田河流域、天山森林草原、伊犁河谷 4 个重

要生态单元综合治理项目。

这 4个重要生态治理项目涵盖新疆 27个县（市、区），重点开展天

然林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工程建设。项目已全面

开工，并按计划任务有序推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新疆森林草原生态系统质量。

新疆启动4个重要生态单元综合治理
涉及塔里木河干流、和田河流域等

本版责编：程 晨 申 茜 张文豪

本报北京 11月 15日电 （记者李红梅）中国气象局近日印发

通知，宣布在陕西商洛设立秦岭国家气候观象台。该观象台是目

前汉江流域上游气候区唯一的观象台，是中国气象局设立的第二

十六个观象台。该观象台将聚焦秦岭区域气候与气候变化、复杂

地形云雨物理机制等开展科学研究，集中陕西省及相关部门和单

位资源，支撑国家秦岭生态保护和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和

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未来，秦岭国家气候观象台将以建立连续、立体、全天候、高分

辨率的秦岭多圈层生态气候观测系统为基础，以提高秦岭区域精细

化预报预警、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生态环境演变、中央水塔水资源高

效利用、人工增雨（雪）效果检验评估、秦岭生态监测分析等研究能

力为重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开展秦岭太阳能、碳汇资源评估

研究，开展秦岭区域极端天气监测预警研究和灾害风险评估。

支撑秦岭生态保护

中国气象局设立秦岭国家气候观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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