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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

国家林草局保护地司司长张利明介绍，
国家公园是“国之大者”，是生态文明建设重
大制度创新。国家林草局党组高度重视，坚
决扛起国家公园建设的政治责任，会同有关
部门、地方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顶层
设计，加快立法进程，强化管理措施，强化
支撑保障，全力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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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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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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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持续改善。近 5 万社区居民被聘为
生态管护员，每人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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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集中养
殖等一批民生项目，民众获得感、幸福感不
断增强。

游客可以进入相关区域体验

实现全民共享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目
标之一，公众很关心，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
游客能不能进入？

国家公园中心副主任安丽丹说，生态成
果要更多更好地惠及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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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国家公园有
碧水丹山等自然景观，也有朱熹故里、闽越
文化等人文资源。海南热带雨林公园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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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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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羚牛等野生动
物的遇见率也很高。公众可以通过个人预约
等方式进入相关区域。

安丽丹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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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底线，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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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把国家公园的保护
价值和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公众，形成广泛社
会共识，凝聚推动国家公园建设的各方力量。
希望国家公园之美，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和国
际游客来深度探访。

下一步，将继续推动完善国家公园的开
放条件、管理制度，打造高品质的自然教育
活动，适度发展生态旅游，突出生态、文化
内涵，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服务美好生
活，构筑精神家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
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介
绍，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首批、面积最大、
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从 2016 年三江源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至今，中央相关部委和青海省，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近 5 年，三江源地表水资
源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33.7%，水体与湿地生
态系统面积净增 309 平方公里，水源涵养量
平均增幅达 6% 以上。生物多样性得到极大恢
复，过去难得一见的雪豹、欧亚水獭、兔狲、
藏狐、白唇鹿频频现身，整个生物链基本形
成良性循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在
99% 以上，出境水质 40% 达到一类以上，天
更蓝、水更清、草更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江河源头再现千湖美景，中华水塔更加坚固
丰沛。

目前公园实现了共建共享共治。一方面，
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企业、民众、非政
府组织以及社区参与投身国家公园建设。另
一方面，通过“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制度，
让当地的原住民成为保护管理的主体，端上
了绿色碗，吃上了生态饭，由草原利用者变
为生态守护者和改革红利获得者。

公园还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包括黑土滩治理、退化
草原改良、人工种草、沙化土地治理、有害
生物防控、人类活动遗迹修复工程等。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之后，在三
江源一期、二期保护工程投入 235.64 亿元的
基础上，又先后投入 86 亿元用于生态保护修
复、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投入，
为打造国家代表性和有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
护地典范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熊猫国家公园：
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增长

四川省林草局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
管理局） 副局长陈宗迁介绍，大熊猫国家公
园涉及川陕甘三省，区划总面积 2.2 万平方公
里。四川省是大熊猫科学发现地和现今分布
中心，片区面积 1.93 万平方公里，占公园总
面积的 87.7%，涉及 7 个市 （州）、20 个县

（市、区），涵盖四川省大熊猫栖息地 1.39 万
平方公里，分布野生大熊猫 1227 只，分别占
公园总量的 92.7% 和 92%。四川片区生态系统
功能持续向好，主要保护对象的种群数量稳
中有升，有效保护了全国 64.8% 的野生大熊
猫，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公园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增长。拖
乌山、泥巴山、二郎山等重要生态廊道修复
区域已发现大熊猫活动 32 次，重点区域大熊
猫数量增加 50 只，四川片区大熊猫野外年遇
见率由 178 只上升到 185 只。今年，在石棉县
公益海区域，巡护员拍摄到两只大熊猫求偶

画面，并现场采集了粪便。经科学分析，两
只求偶的大熊猫分别是野化放归的“淘淘”

（雄性，2012 年 10 月在栗子坪保护区放归，
放归时 2 岁） 和“华妍”（雌性，2016 年 10 月
在栗子坪保护区放归，放归时 3 岁）。这是首
次采集到幼年大熊猫放归成年后，融入当地
种群，参与交配繁殖的确凿证据，标志着大
熊猫野化放归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大熊猫

“伞护效应”显著。大熊猫之外的金丝猴、雪
豹、红豆杉等 8000 多种伴生珍稀动植物得到
良好保护。国家公园内还发现一批新种，重
要自然景观与遗迹同步保存完好。

武夷山国家公园：
推动保护、发展、民生相统一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省管理局局长方燕
鸿介绍，近年来，公园始终围绕“文化和自
然遗产世代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典范
目标，不断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
改善相统一。

公园突出自然和人文兼备，保护传承珍
贵遗产。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文化和自然
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富集，文化底蕴深厚。
公园始终以保护生态、人文资源为首要目标，
先后实施森林雷击火防控、卫星综合监测和
智能视频监控项目，建立文物资源数据库和
文物数字化及展示平台。同时，组建专业应

急处置队伍，落实全域“网格化”监管，构
建国家公园及周边一体化松材线虫病防控体
系，有效保护和传承了重要自然景观和人文
遗迹。

公园还突出保护和发展兼容，促进绿色
协调发展。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涉及 4
个县 （市、区） 的 4.58 万人，保护与发展矛
盾突出。公园始终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重要任务，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建立

“一中心四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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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发展机制，支持打造生
态茶园和国家公园 1 号风景道，不断壮大茶、
旅、竹等绿色产业，健全和落实生态补偿机
制，促进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协调发展。据
调查统计，园内桐木村 2023 年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3.98 万元，比园外高 1.44 万元，年均
增长 8.86%。“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案例入选 《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典型案例》。

公园更突出科研和游憩兼具，建立全民
共享机制。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景观多样，
物种资源丰富。始终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着力深化 1+N 科研战略合作，落实
与多个科研机构签订的战略框架协议，开展
多领域、多课题合作研究。着力打造 1+N 科
普宣教品牌，将科普宣教融入全域游憩，多
层次、广覆盖开展科普进校园、“关注森林 
探秘武夷”等自然教育活动，与美国、法国、
加蓬等国的国家公园开展合作交流，举办

“中法国家公园体系对话”活动。着力健全
“1+N”科研监测合作机制，建立监测指标评
价体系，持续开展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和水、
土、气、生等生态要素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地表水水质优级监测点占比从 95.7% 上升到
98.5%，森林植被固碳释氧量与 2022 年相比
平均上升 12.5%；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新
调查到 12 个中国新记录种、34 个福建新记录
种，创建以来累计发现 34个新种。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管住了虎，也保护了人

在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中，只有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是以虎豹等顶级捕食者为主
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随着虎豹数量的不
断增加，会不会和原住民产生矛盾冲突？作
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是怎么应对这些矛盾
冲突？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段兆刚介
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任务，就是保
护东北虎、东北豹这两大旗舰物种为代表的
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同时，
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示范区。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从 2017 年开始试点以
来，始终坚持常态化开展保护巡护、清山清
套，严厉打击偷盗猎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
行为，修复栖息地、打通野生动物跨境通道，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综合治理，
使野生虎豹及其伞护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
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稳定生活在公园内的
野生东北虎豹数量已经从试点前的 27 只和 42
只，分别增长到 70 只和 80 只左右，虎豹的主
要猎物——野猪、狍、梅花鹿的种群数量也
都增长了 1倍以上，实现了“王者归来”。

随着虎豹等野生动物数量的不断增多，
人兽冲突的矛盾和风险也确实在增加。过去
数十年难得一见的野生虎豹，现在经常光顾
道路和村屯，野猪、狍子、梅花鹿等也经常
啃食庄稼和幼苗幼树。山野菜采摘、种植养
殖等生产经营活动，也因为村民担心人身安
全受到一定影响。

段兆刚说，缓解人兽冲突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基本要求，公园相继采取了一系列
办法，建设人虎冲突预警体系，开展物理围
栏防范工程试点，实施虎豹等野生动物损害
补偿，推行生态管护员“一户一岗”政策。
一方面引导原住民参与保护巡护工作并在保
护中受益，另一方面补偿原住民因保护虎豹
而受到的经济影响。2023 年第四季度开始实
施，从园区居民中选聘生态管护员 7874 人，
户均增收约 1 万元，有效解决了园区居民生
产生活受限问题，显著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有效降低了人
兽冲突矛盾与风险，也使我们基本管住了虎，
也保护了人，初步实现了“虎豹归山、人虎
两安”的目标。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欢迎感受“梦幻雨林、淳美黎乡”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王
楠介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面积 4269
平方公里，约占海南岛陆域国土面积的 1/8，
范围涉及 9 个市县。建立协同联动、高效顺
畅的国家公园“园”“地”融合发展机制是工
作重点，公园重点在建立省级国家公园工作
协调机制、调整优化基层社区协调委员会架
构、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进
行了探索和创新。

目前公园正在加快建设环国家公园旅游
公路、完善路网体系，并规划发展生态旅游、
自然教育、休闲康养等绿色产业，研究划设
环国家公园绿色产业发展带，引导和推动国
家公园所涉市县绿色转型。将进一步简化优
化园区内建设项目审查审批手续，为社区居
民生产生活和民生保障提供便利，并结合公
益林直补、生态管护员选聘、示范社区建设
等方式，多渠道增加社区居民收入，让他们
通过国家公园保护和建设而受益、获利。

王楠表示，诚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多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做客，感受“梦幻雨
林、淳美黎乡”的优美景致，共同守护和建
设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告诉本报记者，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形式包括就地保护和迁
地保护。其中，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开展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而国家
植物园体系开展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自然
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共同构成了中
国植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科学有效地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
同时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将有机统筹就地保护
与迁地保护，显著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
形成国际领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为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有力支撑。

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三年来，建设成效显著——

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的亮丽名片
本报记者  严  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国家公园建设作出安排部署，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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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国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重要抓手。10月12日是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三周年，国家林草局日前
召开的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成效新闻发布会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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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陈  晔摄

▼游人乘坐竹筏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漂流。 新华社发

▲全球首只野外引种成功的大熊猫“草草”
（右） 及其幼仔“华姣”在野化培训环境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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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拍摄的扎陵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拍摄的扎陵
湖风光湖风光。。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吕雪莉吕雪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