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生态 2024年 9月 9日 星期一1414

本报乌鲁木齐 9月 8日电 （记者阿尔达克）记者从

近日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阻击战视频调度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新疆塔克拉

玛 干 沙 漠 边 缘 阻 击 战 285 公 里 锁 边 任 务 已 完 成

155 公里，完成率 54.39%，绿色防护带有望年内实现

合龙。

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达 33.76 万平方公里，是中

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过去 40 多年，依托

“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形成了一条长

达 2761 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截至 2023 年底，剩

下约 285 公里的空白区，是南疆风沙危害最深、治理

难度最大的区域。

据了解，锁边任务涉及新疆 3 个地州的 6 个县，

分别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和田地区皮山

县、策勒县、于田县和民丰县，喀什地区叶城县。

其中，和田地区任务量最大，4 个县共需完成

220 公里，目前已完成 124 公里，完成率 56.36%。另

外，锁边任务涉及项目 14 个，涵盖光伏治沙、生物治

沙、工程固沙等。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边 缘

绿色防护带有望年内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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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9月 8日电 （记者程焕）7日，黔金丝猴

保护工作座谈会暨铜仁市黔金丝猴保护专家咨询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贵州铜仁市江口县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2021 年以来，相关机构持续开展黔金丝

猴本底资源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种群数量为 850 只

左右。

黔 金 丝 猴 是 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

近年来，铜仁市深入实施珍稀濒危动植物拯救保

护 工 程 ，成 立 黔 金 丝 猴 保 护 专 家 咨 询 委 员 会 ，取

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力实施生态移民

搬 迁 、人 工 商 品 林 赎 买 工 程 ，争 取 资 金 建 设 集 繁

育、驯化、科普为一体的黔金丝猴科研基地，建成

一 批 生 态 廊 道 ，种 植 黔 金 丝 猴 喜 食 树 种 1155 亩 ，

进一步拓宽了黔金丝猴的生存空间；加密栖息地

日 常 巡 护 监 测 ，构 建 形 成“ 天 + 空 + 地 + 人 ”相 结

合 的 动 态 保 护 网 ；加 大 科 研 力 度 ，加 强 与 知 名 科

研院所合作交流，黔金丝猴保护研究中心加快建

设 ，人 工 繁 育 技 术 取 得 重 大 进 展 ，近 两 年 新 诞 生

4 只 黔 金 丝 猴 幼 崽 ，黔 金 丝 猴 拯 救 保 护 工 作 取 得

了明显成效。

黔金丝猴拯救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种群数量为850只左右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是推进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也是我国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重要抓手。首批国家公

园和国家植物园设立以来，保护格局、保护水

平、保护能力等方面进展明显、成效显著。日

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

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相关情况。

制定出台国家公园创建
设立、监测评估、资金项目等
10多项制度办法标准

9 月 4 日，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在福

建省武夷山市正式挂牌。武夷山国家公园横跨

福建、江西两省，总面积 1280 平方公里，其中，

福建省域内 1001 平方公里。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局长方燕鸿介

绍，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涉及 4 个县（市、

区）、4.58万人，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建立以社区

群众为中心，服务绿色产业、服务环带建设、服务

前置审核、服务环境整治的“一中心四服务”协调

发展机制，支持打造生态茶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

1号风景道，不断壮大茶、旅、竹等绿色产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司司长张利明介

绍，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制度创新。国

家林草局会同有关部门、地方采取一系列重大措

施，全力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出台《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方案》等重要文件，审查批复第一批国家公

园总体规划，制定出台国家公园创建设立、监测

评估、资金项目等 10多项制度办法标准，基本构

建了我国国家公园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初步

建立了中央直管和中央委托省级人民政府代管

两种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以及主体明确、责任清

晰、密切配合的央地、部门、园地协同联动机制。

强化支撑保障，指导完成东北虎豹、武夷山国家

公园管理局组建工作，设立大熊猫、东北虎豹、雪

豹、长臂猿等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初步建立起中

央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制度。

张利明介绍，国家公园从试点探索到正式

设立、全面发展，取得了明显阶段性成效和重要

进展。去年，国家林草局委托中国科学院等单

位 50 余位专家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国家公

园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藏羚羊增长

至 7 万多头，雪豹恢复到 1200 多只，东北虎、东

北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的 27 只、42 只增长到

70 只、80 只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从

40 年前的仅存 2 群不到 10 只增长到 7 群 42 只。

二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

提升。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实现整体保护，

保护了 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连通了

13 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

三是民生持续改善。近 5万名社区居民被聘

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 1 万—2 万

元。实施野生动物损害全域保险、生态搬迁、入

口社区和示范村屯建设等一批民生项目。

全力构建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
植物园体系

我国是野生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仅高等植物就达 3.8 万余种，其中珍稀濒危野生

植物达 4000 余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约 1200 种。

揭牌以来，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迁

地保护成效显著。国家植物园新增收集活植物

3624号，250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110 种、

珍稀濒危植物 65 种。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增收

集活植物 7596 号，2449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 270 种、珍稀濒危物种 359 种。

国家林草局动植物司司长王维胜介绍，我

国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

则 ，启 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为全力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主要开展了

以下 4 个方面的工作：

——积极推进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

园建设。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设立

后，国家林草局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

院组织专家实地调研，指导其编制建设方案，支

持种质资源库、珍稀野生植物迁地保护基础设

施、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等建设项目，积极推

进各项建设工作。

——科学布局国家植物园体系。国家林草

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在全面调

查了解我国植物园体系现状基础上，提出了建

设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议，编制了《国家植物园

体系布局方案》。该方案明确了在已设立 2 个

国家植物园基础上，再遴选出 14 个国家植物园

候选园纳入空间布局，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

备、优势互补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不断夯实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技术支

撑保障。去年以来，国家林草局联合住房城乡

建设部印发了《国家植物园设立规范（试行）》

《国家植物园创建、设立和建设工作程序（试

行）》，组建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

组织编制了《国家植物园考核评价规范》等标准

规范，为高质量、高水平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提

供坚实技术指导和基础保障。

——有序推动新的国家植物园创建设立。目

前，国家林草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在组织专

家加强对国家植物园创建工作的技术指导，组织

开展新的国家植物园符合性认定评估、设立方案

论证等工作，推动各植物园明确定位，强优势、补弱

项、提质增效，稳妥有序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王维胜表示，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建立健

全布局科学、动态开放、协同高效、保障有力的

国家植物园体制机制，逐步构建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全民共建共享、共同
保护，全社会共同参与

实现全民共享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目标

之一，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游客能不能进？国

家公园中心副主任安丽丹介绍，国家公园成立

3 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保护成效，生态成果要

更多更好地惠及公众。

我国国家公园实行分区管控，核心保护区

严格管理，在一般控制区适宜的区域，可以合理

规划科普教育、游憩、生态体验等活动，游客可

以进入相关区域体验感受。

目前，5 个国家公园都根据自身独特的自

然和文化禀赋，向公众开放了丰富的线路和区

域。比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置了 10 条

生态游憩精品路线和科普廊道，五指山、吊罗

山、黎母山等都是知名的目的地。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片区规划了广元唐家河园区、雅安喇

叭河园区、眉山瓦屋山园区 3 条独具特色的游

憩线路以及 11 处成熟的游憩区域。

安丽丹表示，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

护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发展要以

保护为前提。全民共建共享、共同保护，全社会

共同参与，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重要基础。

科普教育影响明显扩大。国家植物园打

造《万物共生大讲堂》科普讲堂，宣传生物多样

性保护理念，2023 年游客量为 380 万人次。华

南国家植物园 7 个自然教育课程被生态环境

部评为“生态环境教育典型案例”，2023 年入

选中国科学院弘扬科学家精神示范基地、全国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

等。2023 年，华南国家植物园游客量为 242 万

人次。

“国家植物园是开展自然教育的平台，全民

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生物多样性高质量

保护的基石。”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介绍，国

家植物园通过温室、专类园、标本馆、种质资源库、

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对植物类群进行系统收集、

完整保护、高水平研究和可持续利用。国家植物

园展示收集、保存的野生植物，对提高大众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成效显著，生态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公众

科普影响扩大 游憩线路丰富
本报记者 常 钦

核心阅读

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
的建立，不仅保护了自然环
境，也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
然、了解自然的空间。近年
来，我国不断加强国家公园
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取
得了明显阶段性成效和重要
进展，形成了全民共建共享、
共同保护，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保护格局。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