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继去年10月我国宣布设
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
批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近日
迎来新的建设指示和方向。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察看公园
生态环境时强调，海南以生态
立省，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是重中之重。要跳出海南
看这项工作，视之为“国之大
者”，充分认识其对国家的战略
意义，再接再厉把这项工作抓
实抓好。

当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发展现状如何？有哪些
经验或亮点值得推广或借鉴？
究竟该如何把建设国家公园这
项工作抓实抓好？

国家公园的海南经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
于海南省中部山区，东起吊罗
山国家森林公园，西至尖峰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自保亭
县毛感乡，北至黎母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是我国分布最集中、
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
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
带雨林，也是海南南渡江、昌化
江、万泉河的发源地；拥有野生
维管植物3653种，野生陆栖脊
椎动物540种，是全球34个生
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海
南的生态好不好，更是习近平
总书记心头始终牵念的一件大
事。早在2018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参观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成就展时就指出，青
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
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
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
富，破坏了就很难恢复。要把
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海南发展的
根本立足点，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
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努力在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方面作
出更大成绩。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是我国乃至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
区。在起步晚、时间紧、任务重
等重重困难下，统筹建设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万千头绪，
从哪里破题推进？

对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局长黄金城介绍，
自启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以来，海南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海南
长臂猿保护、生态搬迁、“两山”
转化路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核算等方面，探索出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具体来看，高效整合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区原有
20个自然保护地，创新推出国
家公园综合执法派驻双重管理
机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条例（试行）》和《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相继颁发，国家公园管理纳入
法治化轨道，制定实施国家公
园社区发展、调查评估、巡护管
护等 10多项制度、办法和规
范；在建立科研监测体系方面，
海南已初步构建起覆盖国家公
园的“森林动态监测大样地+
卫星样地+随机样地+公里网
格样地”四位一体的热带雨林
生物多样性监测系统；在推进
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
方面，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
高峰村率先完成整村生态搬迁
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搬得出、留
得住、能致富的路径，东方、保
亭、五指山等市县也将于今年
内完成生态搬迁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9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2019
年度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正式发布。经科学测算，海南
热带雨林估值为2045亿元，单
位面积GEP为0.46亿元每平
方公里。这也意味着，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成为了我国首
个发布GEP核算成果的国家
公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
设的成绩有目共睹，有哪些经
验值得其他国家公园借鉴呢？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谢祥项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首先，要坚决贯

彻落实‘两山理论’，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总要求，将生
态保护视为国家公园的生命；
其次，坚决践行规划引领、系统
谋划的建设发展策略，自创建
之初就把规划放在首位，划红
线、立规矩、树标杆；再次，率先
引进智库力量参与公园发展建

设，从省级层面组建当地国家
公园研究院，整合头部科研院
所和国内外顶级生态专家，为
公园建设保驾护航；最后，高度
重视公园周边市县镇村民生问
题，主动将公园建设与周边地
区乡村振兴和居民幸福生活紧
密联系、互动发展。”

“国之大者”的战略意义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生态文明是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生态
系统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快速
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了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
文化遗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等多种类型保护地，基本覆盖
了我国绝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生
态系统和自然遗产资源。

“视之为‘国之大者’，将
国家公园的建设上升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这与去年我国首
发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白皮书的要义一脉相承。”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
心研究员郭耕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白皮书中提到，中国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
家战略，纳入各地区、各领域的
规划、政策法规中，因此，面对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中国与国
际社会同舟共济。同时，中国
也正在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这也是
中国作为美丽家园的维护者、

建设者的贡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
革任务，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
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国家公园并非是几个保
护地，而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公
园体系。这一体系的确立对于
保护地事业、国家经济发展、社
会秩序稳定和国民生活健康都
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国
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委
员会副秘书长袁帅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生态
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财富，国
家公园是由国家确立并主导管
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的重要内容。建设国家公园是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制度创新，是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选择，
是增加高品质生态产品供给的
迫切需要。

袁帅进一步指出，国家公
园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
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
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陆
域或海域，具有生态的原真性、

物种的多样性、系统的完整性、
分布的区域性和价值的珍贵性
等诸多特征，开展国家公园建设
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美丽中国、保护地球生态环
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具有重大深远价值与影响。

如何将建设工作抓实抓好

我国的国家公园去年才正
式设立，而国际上的国家公园
建设已有约150年的历史。我
国国家公园事业起步较晚，所
处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也有
所不同，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
做法，只能在试点成功的基础
上稳步推进。

早从2015年开始，我国就
陆续开展10个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各有关省区和部门通力
合作、积极探索，圆满完成了试
点任务，为建立中国特色国家
公园体制、高质量建设国家公
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和部分国
家有所不同，中国国家公园在
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保护等级
最高、生态价值最大、管控措
施最严。国家林草局局长关
志鸥称，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设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
国特色，有利于分级管理、分
区管控、精准施策，实行差别
化保护措施，增强生态保护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立足当下，把建设国家公
园这项工作抓实抓好，成为现
阶段重点关注的问题。

“应不断推进国家公园法
立法进程，为国家公园建设、发
展、运行保驾护航，同时进一步
完善体制机制，理顺中央与地
方、相关省份间的工作推进机
制。”辽宁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
法研究中心主任刘佳奇在接受
采访时强调，为确保重大改革
于法有据，必须加快推进国家
公园法立法进程。在此基础
上，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统筹国家公园的建设和保
护管理与当地居民和社区可持
续发展的关系。

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
态研究所总工程师韩永伟看
来，要探索建立国家为主、地方
政府与社会资本为辅的资金投
入机制，确保国家公园的建设、
维护得到有效保障；要积极探
索国家公园提供生态产品的价
值实现模式和路径，激发国家
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要加强国家公园科技支
撑体系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全
方位保障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服
务能力的持续提升；要做好国
家公园建设的统一监管和管理
建设成效的第三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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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景观（4月11日摄）。海南拥有我国分布最集中、保

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

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加大力度推进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五指山是海南第一高山，海

拔1867米，热带植被类型多，雨林群落典型，有野生维管束植物2000余种、陆栖脊椎野生动物

300余种。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