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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

科莫多巨蜥只分布于小巽他群岛的4座岛屿上，长期不为外界
所知。直到1912年，一位在印尼茂物工作的生物学家彼得·欧文斯
才将其公之于众，引起轰动，许多人将其视为恐龙时代的孑遗，
称之为“科莫多龙”。一百多年来，它成为荒野世界的重要象征，
出现在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在好莱坞不断翻拍的 《金刚》
里，编剧就以其为灵感来源，创作出更夸张血腥的怪兽。

行走在赤道边这座孤岛的密林中，一路上我见到大大小小几
头科莫多龙，也看到了它的食物：鹿、水牛、猕猴。可惜纪录片
里惊心动魄的猎食、两头雄龙人立而起的搏斗统统没有遭遇。告
别向导，准备离开时，我注意到码头旁有几头花鹿正漫步于沙滩
椰林，在蔚蓝的弗洛勒斯海衬托下，景象如画。

我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走向鹿群。突然，我下意识感
到毛骨悚然。余光扫去，身旁5米开外的树下正趴着一头科莫多巨
蜥！还好，它只是趴在那里，眯缝着眼小憩。这刹那的恐惧足以
让我铭记，提醒自己要和荒野保持适度的距离，而那毛骨悚然的
瞬间就是边界。

当科莫多巨蜥开始为世人所知时，“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
翰·缪尔于1914年去世。他深入荒野，用隽永的文笔、不懈的行动
极大地推动了自然保护。一个多世纪前他写下的话语至今依然鼓
舞人心：

“大自然最精彩的课程只有在暴风雨中才能觅得，只要谨慎小
心地处理好与暴风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借助她的力量平安地走
出这片荒野，欣赏她那宏伟壮丽的杰作及其形成的过程”。

在都市文明席卷全球的当下，缪尔式的深入荒野是否已经过
时？我们是否更需要远离荒野，对天地万物生发敬畏的自觉？

各种商业影片中，东南亚的科莫多龙和东非的山地大猩猩并
置，成为取悦都市文明的视觉奇观。这让我想起另一项世界自然
遗产，乌干达的布温迪国家公园。那里允许游客近距离 （最近 7
米） 观察野生山地大猩猩。它们是人类近亲，为防止交叉感染，
游客如果感冒发烧、咳嗽或者患有其他传染性疾病，不得参与大
猩猩旅游项目。不过布温迪国家公园并没有体温监测，一切全靠
游客自觉。

坐着快艇离开小岛时，我忍不住回望：谁能想到在这郁郁葱
葱看似平静的岛上，默默运行着残酷但真实的适者生存、物竞天
择。相较不言不语的自然法则、相较斗转星移的宇宙规律，人类
智慧与都市文明固然可贵，却又何其微小、何其短暂。我们应该
和荒野保持多远的距离？约翰·缪尔说：“走向外界，我发现，其
实是走向内心。”是的，反求诸己是打破错觉的解药，无论身处都
市抑或荒野，愿在面对天地众生时，我们习得谦卑。因为这既是
对未知的敬畏，更是对自我的保护。

变革相关体制机制
国家公园今年“露面”

2020 年下半年，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将正式
挂牌。

自 2019 年 5 月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启动
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评估工作。达到标准和要
求的，将正式成为首批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建设首先是一项体制变革，实施全
新的运营机制和模式。作为国家生态治理战略，

国家公园将以 2020、2025 和 2035 年 3 个时间节点
逐步推进。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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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意见》） 要求，到 2020年，
提出国家公园及各类自然保护地总体布局和发展
规划，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设立一批国家公
园，完成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并与生态保护红线
衔接，制定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构
建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到 2025
年，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
并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法规、管理
和监督制度，提升自然生态空间承载力，初步建

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 2035
年，显著提高自然保护地管理效能和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自然保护地规模和管理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
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18%以上。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仍需经历一段时间，才能
成熟完善。依据目前评估结果，试点工作还存在
诸多问题，其中保括统一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完全
到位，政府、社会多元化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尚
未建立，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突出，法律法规和政
策制度、相关标准规范等亟待建立和完善，规划
范围和区划落界需进一步优化，改革的协同性还
需要加强。

保持与荒野的距离
乔鲁京 文/图

如今，从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出发，在24小

时内就可以方便抵达东非高山或印尼小岛。这常

常会出现一种错觉：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的人类，

仿若万物之主，一切皆可臣服于“我”。

2019年春节，我来到印度尼西亚偏僻的小巽他群岛，乘快艇
从小镇拉布安巴焦出发，一个多小时后抵达科莫多岛。这里是世
界自然遗产科莫多国家公园的核心区，以保护现今世界体型最大
的蜥蜴——科莫多巨蜥著称。

科莫多巨蜥生性凶猛，经科学证实的最大个体长达 3.13 米，
算上它肚子里还没消化完的食物，总重可达166公斤。纪录片镜头
中的科莫多巨蜥，突袭壮硕水牛的场面常让人不寒而栗。果真要
近距离接触时候，期待更伴随紧张。

科莫多岛的游客中心提供长、中、短3种徒步路线。无论哪种
都至少要安排两名向导，一人作为前锋带路，另外一人断后以防
不测。向导手中的“武器”，实际上只是一根一人来高的木杈。按
他们的说法，巨蜥虽然凶猛且唾液有毒，但多数时间都懒洋洋
的，很少主动攻击人类。游客只需和它们保持5米开外的距离，一
般安全无虞。

我紧绷着神经行走在热带丛林中。没多久，向导就示意停
下，不要出声。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不远处的丛林里传来窸窸窣
窣声。很快，一头科莫多巨蜥就出现在视野中。它不仅体型庞
大，移动速度也很快，步态更显得气势汹汹。在我们一行人的屏
息注视下，它大摇大摆地径直爬了过去 （见下图）。

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
名录的巴丹吉林沙漠—沙山
湖泊群位于阿拉善右旗，包
括巴丹吉林沙漠分布最为集
中的高大沙山、丘间湖泊等
风沙地貌特色景观。其中，
最 高 沙 峰 必 鲁 图 峰 海 拔
1611米，相对高度约 450米，
是世界上最高的固定沙丘，
号称“沙漠珠穆朗玛”。

这一自然遗产提名地中
的湖泊多达 144个，总面积
超过 2300 公顷。其中 74 个
湖泊是常年有水的永久性湖
泊，12 个是水质很好的淡
水湖泊，由地下水补给，这
一形态多样的丘间湖泊群展
现了沙漠的神秘感和独特的
自然美景。

“国家公园”是世界保护地领域最为人
熟知的概念，旨在有效遏制破坏自然生态
的行为、保护典型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目前全球有 100 多个国家已经建立近
万个国家公园。

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园”呈现出多样
性，尚未出现法定的定义，没有统一的认
证体系。这就导致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
现实情况进行实施，对“国家公园”的内
涵界定不尽相同，管理模式也多种多样。

中国的“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
地”体系密不可分。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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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提出，中国的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
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
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
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
海洋区域。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最重要
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
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
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除不损
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和
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
他开发建设活动。

中国国家公园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
论证准备和摸索过程。进入21世纪第二个
十年，开始稳步加速。

将成2020年热词
段易成

2020 年 10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将在
昆明举办，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这一年，中国将结束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巴丹吉林沙漠—
沙山湖泊群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工作也正式提上
日程……

自然保护地体系
在各地开始落实

《意见》对包含自然保护地在内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进行了明确界定：“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
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
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
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

依据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战略，2020 年开
始，各地将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相应实施方案。

2020 年 2 月 20 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 《贯
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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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措施》。在2020年，河
北省将编制完成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方

案；到 2025 年，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
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地方性法规、管理和监督
制度，提升自然生态空间承载力，初步建成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 2035 年，自
然保护地将占河北省陆域国土面积7.43%以上。

黑龙江省也制定了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总体实施方案》。除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外，2020 年，黑龙江省还要
完成各类自然保护地总体布局和发展规划，完成
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制定
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负面清单，构建统一的自

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到 2025 年，初步建
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体
系。到 2035 年，自然保护地占黑龙江省国土面积
不低于18%。

海南省将在 2020 年全面提速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的建设，积极争取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总体规划 （2019-2025年）》获批通过，尽快完
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交通等专项规
划；并按程序出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
例》 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逐步建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

自然遗产申报
开始与国家公园建设同步

依据相关规划，中国自然遗产地管理，将逐
步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相融合。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阿拉善高原，是中国第二
大流动沙漠。2019年1月，“巴丹吉林沙漠—沙山
湖泊群”，与贵州三叠纪化石遗址群、贵州黄果树
风景名胜区一同入选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2019年9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巴丹吉林沙漠
高大沙山和沙漠湖泊群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汇
报协调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遗产申报地所在的阿拉善右旗政府进行了
协商。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表示，这
一申遗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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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
整合申报范围内各类保护区，建立统一规范高效
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提升申报地保护地位。

目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承担着中国世界自
然遗产申报项目的审核工作。在国家公园已初步
规划布局的方案中，巴丹吉林沙漠名列其中。因
此，与会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领导表示，此
次申遗工作必须与国家公园设立紧密衔接，提前
开展相关工作，力争将申遗范围尽可能纳入国家
公园规划布局中，进一步提升申报地保护属性和
地位。

2019 年 12 月 20 日，“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
泊群”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文本论证会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召开.专家一致认为巴丹吉林沙漠-沙山
湖泊群满足世界自然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满足
遗产标准 vii （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
和美学价值的地区） 和viii （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
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重
要地质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申遗文本
及附件符合 《实施 〈世界遗产公约〉 操作指南》
的要求。目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经将该项目
正式上报至世界遗产中心，争取在 2021年列入世
界自然遗产。

延伸阅读

链接——链接——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中国的“国家公园”

图为科莫多国家公园入口。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域规划总面积为
12.31万平方公里。其中青海可可西里自然遗产
地于201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域规划总面积为
12.31万平方公里。其中青海可可西里自然遗产
地于201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右图：规划中的三江源国
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
长 江 、 黄 河 、 澜 沧 江 的 发 源
地，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
给地，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
中的地区，是亚洲、北半球乃
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重
要启动区。

（图片来源：
三江源国家公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