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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得好好收拾一番，两层小楼宽敞又

漂亮！”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什

东村村民梁弟说。今年 9 月，什玲镇水贤村、

什东村 14 户村民喜迁新居，其余 54 户也都达

成搬迁意向。整体搬迁工作完成后，他们的

村庄旧址将种上重阳木、五味子等适合本土

生长的树木，恢复原本的生态涵养功能。

去年 10 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

设立。一年多来，当地因地制宜推进核心保

护区生态搬迁，目前生态搬迁总体任务已进

入收尾阶段。

推进生态搬迁，拓展野生
动物栖息空间

“以前不常见的动物越来越常见了，常见

的动物活动范围更广了。”这是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护林员黄海景近

两年最明显的感受。

黄海景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父辈为

了 生 计 ，曾 经 上 山 捕 猎 、砍 伐 、种 植 经 济 作

物。受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海南岛的热带雨林面积急剧缩减，对雨林生

境高度依赖的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锐减。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会造成雨林破碎化，濒

危野生动物会因迁徙受阻导致近亲繁殖，栖息

地间彼此隔绝会导致小种群间缺乏基因交流。”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执行院长汤炎非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一项

相当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中，恢复热带雨林

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拯救珍稀动植

物资源是重中之重。”海南省林业局副局长李

开文说，生态保护，首先要实施核心保护区村

庄的生态搬迁，把保护区之间的生态廊道连

接起来。

自 2019 年海南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

作以来，修复雨林生态成为首要任务。2020
年 3 月，海南省委、省政府印发《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生态搬迁方案》，东方、五指山、保

亭、白沙 4 个市县的 11 个自然村被划定在国

家公园核心保护区范围内，共 470 户 1885 人

需要进行易地搬迁。

“各市县情况不同，搬迁工作需要在探索

中不断完善。”李开文介绍，根据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相关规划，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

心保护区内生态搬迁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试

点搬迁，2019 年 9 月启动白沙黎族自治县 3 个

自然村共 118 户整体搬迁，已于 2020 年完成；

第二步再对剩余 8 个自然村实施搬迁。通过

总结试点搬迁经验，再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摸索

出更多可供借鉴、值得推广的创新做法。预计

今年底，生态搬迁工作将全部完成。

坚持因地制宜，实施差别
化保护管理模式

“一间瓦房三石灶，一条野藤挂家当”，这

是许多雨林村落过去生活的真实写照。祖祖

辈辈靠山吃山，但地处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

打 猎 、砍 树 等 传 统 生 产 方 式 早 已 无 法 适 应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需 要 。 搬 出 大 山 ，搬 去 哪

儿？靠什么吃饭？

赶在太阳落山前，五指山市通什镇龙庆

新村居民黄杰骑着摩托车回到了老村毛庆

村。搬走 3 个多月，原本的乡间土路已经冒出

青草嫩芽。按照政策规定，在不打农药不施

化肥的前提下，未来 5 年，他可以继续对自己

原有的经济作物进行采摘。从新村到老村，

他花了 2 个小时，骑了 28 公里的山路。“对比

后，才知道新生活的便利！”黄杰感慨。

同样心生感慨的，还有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生态搬迁项目工作人员孙湘

来，“生态搬迁工作刚开始并不容易，我们一

方面发挥村民身边人的带动作用，进行引导；

一方面针对村民‘怎么搬’‘搬出后怎么办’的

疑惑，多次征求村民意见建议，并及时出台相

关 文 件 予 以 明 确 ，陪 村 民 度 过 搬 迁‘ 适 应

期’。”孙湘来说。

黄杰下定决心搬迁是在去年底。当时，

五指山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到毛庆村做生态搬

迁动员，黄杰刚被选为村民小组组长，工作组

成员也就借宿在他家。天天听政策解读，黄

杰了解到，不仅是国家掏钱帮助搬迁，而且 5
年内山上的收入还继续归自己，每户至少保

障 1 个公益岗位，新小区楼下店铺收入也都由

新村村民共享……“我搬！”黄杰第一个报名，

今年 6 月第一批搬出。

为实现生态移民“搬得出、住得下、能致

富”的目标，各市县除了给予青苗补偿、提供安

置房、公益岗等，还因地制宜制定方案，解决搬

迁户就业问题：白沙县为 500 名村民提供 5000
亩橡胶林补偿，同时大力发展菌菇种植产业；

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配商业街铺

面、市场摊位，并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东方市依

托当地特色小镇、景区，吸引、扶持村民从事旅

游服务、餐饮、运输等行业。

“与周边社区共融共建，是国家公园规划的

目标之一。”李开文介绍，在引导核心保护区群

众搬迁的同时，海南将合理划定国家公园内及

周边区域功能分区，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方式。

建设生态廊道，智慧管
护提升保护力度

早上 6 点，天刚蒙蒙亮，护林员符文强整

理好装备，向雨林深处进发。管护着 4000 多

亩雨林、每天巡护数十公里的他，是白沙县生

态搬迁村高峰村的村民。

护林 17 年，上山巡护、下乡科普，风雨无

阻。现在最让符文强高兴的是，搬迁后生活

条件改善了，村民们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提

升，越来越多的本土力量加入护林队伍。目

前，白沙护林公益岗吸纳了十几名本地村民，

其中不乏曾经的老猎手、伐木工。

“我们在搬迁中加强宣传，村民也逐渐由

原来的不理解、不配合，转变为懂得生态保护

的意义并主动参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宣教科普科科长张斌说。

村民搬出雨林，奔向新生活，位于核心保

护区的村庄原址怎么办？

“把空间‘退还’给雨林的动植物，最直接

的办法是先打通迁徙通道，把小种群重新连

接，改善遗传多样性。”汤炎非说。

“村民搬出后，我们将陆续拆除村庄旧址

的房屋建筑，在关键区位架起人工生态廊道，

扩展动物觅食区域。后续则通过‘自然恢复+
人工修复’的方式，补齐低海拔基带植被。”孙

湘来介绍，目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已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开展科

研项目，修复因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受损的天

然林和受干扰的次生林。

动员全民参与、加强生态修复之外，科技

手段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又上

了一道保险。

“嘀嘀嘀……”每当有陌生人和车辆闯入

核心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吊罗

山分局的后台管理系统便会第一时间拍摄并

发出警报，提醒值班人员及时处置。

“去年‘智慧雨林’项目启动以来，我们在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吊罗山

片区安装了 105 台卡口监控相机、约 35 公里

长的振动光纤以及数百台红外线热感应触发

相 机 ，形 成 了 全 天 候 不 留 盲 区 的 监 测 防 护

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智慧雨

林”项目工作人员何聪介绍。

“智慧监测系统一方面能实现精细化监

管，阻止盗伐，另一方面便于发现区域内的新

物种。”何聪告诉记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将在 5 年内完成 7 个片区生态监测网的铺

设和智慧管理中心建设，建成“天地空”一体

化监测系统，并纳入国家林草局的林草生态

网络感知系统，全面掌握珍稀濒危物种和雨

林生态系统的变化。

生态环境持续恢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新物种频现。据统计，近 3年，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已至少发现 28 个新物种，包括 9 个植

物新种、6个动物新种和 13个大型真菌新种。

推进生态搬迁、修复雨林生态，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雨林更美 生活更好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核心阅读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
工程，其中，恢复热带雨林生
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拯
救珍稀动植物资源是重中之
重。自去年 10月正式设立以
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因
地制宜推进核心保护区生态
搬迁，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方
式，并通过积极建设生态廊道
等，不断恢复雨林生态环境。

本报北京 11月 23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自然资源

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面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发展规划、地

学科普等多元需求，组织各直属单位开展地质数据采集更

新和集成整合工作，开发上线了五大类地质信息服务产品，

并面向社会全面公开，进一步释放地质大数据潜在价值。

据介绍，此次公开的地质信息服务产品主要包括：一是

全球尺度地质科研数据产品，包括全球地球化学分析数据

2.1 万条、全球岩浆岩数据 4 万条、全球界线层型数据库 5 个

“金钉子”等。二是基础地质与能源矿产调查数据产品，包

括地质调查项目成果报告 361 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 3 万

口，更新后的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数据，200 余件地学科普产

品等。三是水工环地质调查与监测信息产品，新增发布 34
个中国地质环境图系，1 万个地下水监测点位数据，64 万景

国产资源卫星影像数据产品等。四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软件产品，开发上线了空间数据服务发布软件、地质调查业

务管理大数据系统等。五是地质云 APP 着力研发了野外

助手模块，新增数字岩心、遥感数据等模块。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新发布五大类地质信息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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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23 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

获悉：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整治“沙霸”“矿霸”等自然资源领

域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各地公安机关重拳出击、多管齐

下，依法严厉打击实施非法采矿、非法采砂等破坏自然生态环

境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截至目前，共打掉相关涉黑恶组织

310个，侦破案件 5000余起，有力维护了良好自然生态环境。

专项行动中，公安部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的部署要求，坚持对“沙霸”“矿霸”黑恶势力依法

严惩，明确要求凡是涉及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的涉黑涉恶

案件一律提级侦办、一查到底；先后对 27 起涉及自然资源领

域的重大涉黑恶案件挂牌督办，采取实地督导、视频调度等

方式强力推进；同步组织开展“打财断血”“打伞破网”行动，

有力追缴了一批黑恶势力敛聚的不义之财。

公安机关严打自然资源领域黑恶势力
共打掉相关涉黑恶组织310个

本报北京 11月 23日电 （记者吴月辉）记者从第二次

青藏科考“气候变化与碳循环”主题交流会上获悉：中国

“贡嘎”大气碳反演系统首进全球碳计划四大先进系统行

列，将为国际碳收支评估提供中国系统与中国数据。

大气碳反演系统是基于大气传输模式模拟、大气二氧

化碳浓度观测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清单估算自然碳汇的重要

手段，大气反演是一种独立于传统的基于清查法、过程模型

法的一种独立的估算方法，能够实时估算全球和区域尺度

陆地与海洋碳通量大小、评估全球碳收支。据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朴世龙介绍，“贡嘎”系统

可以对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源和汇进行系统的评估，帮助我

们了解全球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特征，以及来源于什么地

方，又是如何在大气、海洋和生态系统里进行分配的。

中国“贡嘎”大气碳反演系统首进
全球碳计划四大先进系统行列

本报哈尔滨 11 月 23 日电 （记者张艺开）记者从黑龙

江省水利厅获悉：黑龙江省地下水监测站网建设工程（二

期）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黑龙江省地下水监测站网建设工

程的所有建设任务全部完成。

黑龙江省地下水监测站网建设工程分两期实施，一期

已于今年 1 月通过竣工验收。完善地下水监测站网，将提

升地下水监测能力，实现地下水动态的实时监测、数据分析

与存储，便于更全面地掌握地下水动态的变化规律，具有显

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黑龙江实现地下水动态实时监测
助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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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海 南 热 带

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

片区。

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右图：海 南 热 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黎母山分局工作人员

在巡护。

王程龙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