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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的世界地

球日主场活动上，自然资源部宣布我国生态

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我国率先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

制度，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

弱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

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全国划

定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面 积 不 低 于

315 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300 万

平方公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不低于 15 万平方公里，制

定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规则，严格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实现一条红线

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筑牢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根基。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筑牢
“三区四带”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体系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

规划局局长张兵说。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院长冯文利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

进步，但自然生态系统受挤占、破坏的情况比

较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下

降，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制约和突出短板。“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冯文利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

责部门，自然资源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国家林

草局等部门，组织开展相关生态保护红线评

估调整和划定工作，结合《全国国土空间规划

纲要（2021—2035 年）》和省市县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首次全面完成了全国生态保护红线

的划定，包括陆域和海洋，在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中上图入库，作为建设项目用地用

海组卷报批的依据。

张兵介绍，生态保护红线包括整合优化后

的自然保护地面积约 180 万平方公里；自然保

护地外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

防风固沙、海岸防护等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

以及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海岸侵蚀等生

态极脆弱区域约 85万平方公里；其他具有潜在

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约 50万平方公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约 1.07万平方公里，占市域国土面积约 20%，

主要分布在小兴安岭、张广才岭等主要山脉和

松花江干支流、河湖湿地等区域，着重提升水

源涵养、水土保持及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

能。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佳木斯市超过

12%的市域国土面积划入了生态保护红线，涵

盖了全市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区域和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

地，发挥着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

护和自然景观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

“筑牢‘三区四带’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

系。”冯文利说，生态保护红线主要集中分布在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

重点生态区、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

陵山地带、海岸带等区域，涵盖大部分天然林、

草原、湿地等典型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红树林、

珊瑚礁、海草床等典型海洋自然生态系统，以

及绝大多数未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

应划尽划，实事求是，统筹
发展与安全

生态保护红线如何科学划定？张兵介

绍，这次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中，坚持“应

划尽划”与“实事求是”相结合，通过科学开展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

价（双评价）工作，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

脆弱的区域作为优先划入区域，同时突出问

题导向，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尽量减少新

的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冯文利介绍：“在划定过程中不预设面

积比例指标，有的省份生态保护红线

面 积 占 比 超 过 50% ，有 的 省 份 不

到 10%。”

云南在全省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工作，共划定生态保护

红 线 面 积 不 低 于 11.32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

土 面 积 比 例 超 过 29% 。

强化典型生态系统保护，

除风景名胜区部分区域外，

将自然保护地整体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等

15 个典型生态系统得到系统有效保

护，将全省超过 90%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

80%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和迁徙通

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

“强化统筹，同步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 化 。”张 兵 说 ，自 然 资 源 部 会 同 生 态 环 境

部、国家林草局，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过程

中，同步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处

理 重 叠 设 置 、多 头 管 理 、边 界 不 清 、权 责 不

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等问题，加快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

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整合优

化后，风景名胜区因兼具自然和人文双重属

性，只将其中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

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其他自然保护地

均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印发，把我国

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

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

国家公园体系，遴选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

其 中 5 个 已 正 式 设 立 ，并 划 入 生 态 保 护 红

线。在科学界定范围边界，解决交叉重叠的

同时，优化自然保护地功能分区，自然保护区

从原来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简化为核心

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各类自然公园则按一般

控制区管理。

“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

处理空间矛盾冲突。”张兵说，先定规则后做

调整，制定 10 余份文件近百条规则处理矛盾

冲突。在“双评价”识别的生态功能极重要、

生态极脆弱区域中，协调处理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矿业权、人工商品林、城镇村、重大项

目等空间矛盾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冯文利介绍，以重大项目处理规则为例，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在确保不对生态

功能造成明显影响的前提下，衔接国家发展

规划和区域发展战略，对符合省级以上国土

空间规划，已明确选址的交通、能源、水利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不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为

经济发展预留空间。

划管结合、落地落细，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漫山遍野的竹海、清新怡人的空气、潺潺

流淌的溪水以及前来感受优美环境的游客

——在浙江安吉，这样的场景已成为一种常

态。“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分布于 14 个片区，面

积占县域面积近 1/5。”安吉县资源规划局局

长章毅说，“该区域内，不符合管控规则的项

目不准入内。”

科学划定是前提和基础，严格管控是关

键和保障。张兵说，按照划管结合的原则，自

然资源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出台

了《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规范了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具体类型

和管理要求，国家重大项目占用的具体情形

和审批程序，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的部门监

管职责。

实现“一张图”精细化统筹落地。张兵介

绍，发挥“多规合一”改革优势和自然资源数

据优势，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作为建

设项目用地用海组卷报批的依据，支撑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

心保护区内，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生态保护

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

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

为活动和国家重大项目占用。

各地在国家指导下，结合地方管理实际，

细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规则，进一步提高操

作性。截至目前，浙江、江西、上海、山东、安

徽、四川等省份已经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管控

细则文件，其他大部分省份也已在征求意见

或即将出台，切实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各地在市级、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严格

落实划定成果，作为用途管制的法定依据。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完善长效机制。”

张兵说，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加强部门地方

联动协同，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要求，

依托国家、省、市、县 4 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

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定期开展生态保护红

线保护成效评估，提升动态监测预警能力。

建立健全监督、执法、问责、考核机制，加快相

关法律法规制修订进程，夯实监管依据。加

大宣传，凝聚全社会广泛共识，提高社会各界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意识，为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而共同努力。

题图：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官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刘继刚 周 亮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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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是指生态
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以
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必
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前不久，自然资源部在世界地
球日主场活动上宣布，我国生
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已经
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如
何科学划定？怎样加强生态
保护红线的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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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球之肾”，湿地具有

丰富的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

是天然的物种基因库。近年来，

北京推进河湖湿地保护修复，生

态环境日益改善。

图为北京妫水河湿地。

王楚天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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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驴友”在湖北武当山迷路，两

名“驴友”被困浙江丽水山野，13 名“驴

友”在山西晋城失联……近日，不少“驴

友”在野外遇险。好在，经过各地相关部

门、志愿者等力量的救援，这几起事件中

的遇险者都成功获救。

世 之 奇 伟 、瑰 怪 、非 常 之 观 ，常 在

于 险 远 。 为 了 人 迹 罕 至 处 的 独 特 风

景 ，常 有 人 甘 愿 冒 险 而 行 。 满 足 好 奇

心 、锤 炼 意 志 力 无 可 厚 非 ，但 多 年 来 ，

因 观 光 探 险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人 员

伤亡的事件常见诸报端，令人痛心，更

引人深思。

位于秦岭 鳌 山 与 太 白 山 之 间 主 山

脉线路的“鳌太线”，平均海拔 3200 米，

保存有完整的第四纪冰川地貌，因地形

复杂、气候多变、景色壮丽，吸引了不少

人前往探险。鳌太线沿途分布有国家

和陕西省重点保护植物以及太白山特

有 植 物 60 余 种 ，这 些 植 物 对 环 境 变 化

十分敏感，一旦环境遭到破坏，便很难

恢复生长；鳌太线上的一个豁口，是大

熊猫唯一有可能从秦岭南坡迁移到秦

岭北坡的自然通道，大量人为活动会对大熊猫迁移带来影

响；此外，人们丢弃的金属和塑料制品几乎不能自然降解，

同样会对本就脆弱的高山区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近年

来，一些人为了流量，擅闯保护地，甚至直播采摘、取食珍稀

植物……非法穿越不仅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还给人员安

全带来隐患。

而户外探险中若发生事故，为营救被困者，往往要花费巨

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曾经，16 名“驴友”避开保护区卡口进入

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遭遇山洪被困，370 多名救援

人员搜救十几个小时，才将 16 人全部救出。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壮阔山河引人入胜，在欣赏与探索

的同时，切不可失去敬畏之心。观光也好，探险也罢，都须行

事有度，不可置自身和他人安危、生态与环境保护于不顾。若

为满足好奇心甚至哗众取宠而破坏生态环境、触犯法律，更应

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为保护生态环境、避免人

员伤亡，近年来，羌塘、可可西里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发布

专门公告，禁止非法穿越。擅闯宽阔水保护区的“驴友”便被

处以罚款。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多人的追求。但在探寻美妙自

然、丰富人生体验的同时，也应珍爱生命、呵护自然。我们在

游览大好河山时，应秉持敬畏之心，去探寻自然之美。

探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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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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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心
存
敬
畏

程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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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山河引人入胜，在欣
赏与探索的同时，切不可失去
敬畏之心。观光也好，探险也
罢，都须行事有度，不可置自身
和他人安危、生态与环境保护
于不顾

本报西藏那曲 5月 16日电 （记者琼达卓嘎）日前，西藏

自治区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尼玛、双湖、安多等县自然资

源局（林业和草原局）组成联合巡护组，完成了 2023 年羌塘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联合巡护监测工作，总行程达 2300 余公

里。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

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

布区，被誉为“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

据悉，此次联合巡护工作主要是对羌塘自然保护区、野生

动物栖息地、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等情况进行

督导检查，并通过联合巡护执法，形成对破坏野生动物、矿产

资源和自然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强大震慑，加强 36 个专业管

理站对羌塘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作。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今年首次联合巡护监测完成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电 （记者李红梅）5 月 15 日，我国首

颗低倾角轨道降水测量卫星——风云三号 G 星（降水星）首套

图正式对外发布。此次发布的由风云三号 G 星上配备的六大

载荷监测的图像，展示了不同层次降水的三维立体结构，有助

于更好地监测和预报灾害性降水系统。

风云三号 G 星六大载荷包括降水测量雷达、微波成像仪

（降水型）、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降水型）、全球导航卫星掩星

探测仪等 4 台业务载荷和短波红外偏振多角度成像仪、高精

度定标器等两台试验载荷。

风云三号G星首套图发布

本报北京 5月 16日电 （记者刘诗瑶）记者从自然资源部

获悉：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实施 6 项技术规程（以下称“蓝

碳系列技术规程”），对红树林、滨海盐沼和海草床 3 类蓝碳生

态系统碳储量调查评估、碳汇计量监测的方法和技术要求作

出规范，用于指导蓝碳生态系统调查监测业务工作。

2021 年，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组织启动了蓝碳

生 态 系 统 碳 储 量 调 查 试 点 工 作 ；2022 年 ，又 启 动 了 蓝 碳 生

态 系 统 碳 汇 监 测 试 点 工 作 ，历 时 近 两 年 编 制 完 成 红 树 林 、

滨海盐沼、海草床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程（试行）。蓝碳系

列技术规程对 3 类蓝碳生态系统的调查内容、碳储量计算

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填补了蓝碳生态系统业务化调查监测

技术规程的空白，为摸清我国蓝碳生态系统碳储量本底和

碳汇潜力，充分发挥海洋的固碳作用，实现国家“双碳”目

标做出贡献。

发挥海洋固碳作用

自然资源部发布蓝碳系列技术规程

■■走近自然走近自然R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自然保护地整

合优化。 自然资源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