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时 事 纵 横２０２２年６月２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佟欣雨

“俗话说独木不成林，但这株生

长在热带雨林里的榕树，垂落下密

密麻麻的支柱根，远远望去就像一

片茂密的树林……”

5 月 25 日 ，在 海 南 省 白 沙 黎 族

自治县牙叉实验学校四年级（1）班，

正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雨林课堂”

授课。授课人是海南省鹦哥岭青年

生态保护志愿者符明开、王桂情，他

们的另一个身份是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 公 园 鹦 哥 岭 片 区 护 林 员 。 讲 台

上，他们向学生们展示自己巡逻时

拍下的影像资料，讲解“独木成林”

“绞杀现象”“老茎生花”等热带雨林

奇特景观。

“增长知识，拓宽视野，我们期

待越来越多这样的科普课堂走进校

园。”校团委书记李颖点赞道。

从依靠采伐狩猎谋生的村民，

到守护热带雨林的护林员、参加生

态保护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符

明开、王桂情角色转变的背后，离不

开一股“青春力量”的影响。2007 年

起，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多名大学毕

业生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

哥岭片区，从事生态科研工作。他

们自发组成鹦哥岭青年生态保护志

愿者团队，在科研之余探索开展生

态环保主题的科普教育。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生态科研

人员、护林员乃至生活在鹦哥岭片

区的每一名村民，都成为生态保护

的志愿者。”团队成员、生态科研工

作者米红旭说。在他们的动员与帮

带下，10 余年间，不少生长在鹦哥岭

山脚下的年轻人加入志愿者团队，

护林员数量也增至 400 余人。

2011 年，刚满 22 岁的白沙黎族

自治县南开乡青年符惠全，成为鹦

哥岭护林员。一晃 10 多年过去，他

如今已成长为团队骨干，不仅管理

着 3 个护林员小组，还担任多套科普

图鉴的编委及数所学校的“雨林课

堂”授课人。

比 他 早 两 年 成 为 护 林 员 的 王

阳，习惯将平时收集的植物树叶制

作成标本，并标注植物特征、分布地

信息等。数年下来，王阳手中积累

的植物标本越来越丰富，为鹦哥岭

生态科研及科普宣教工作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

近年来，随着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工作加速推进，一批批

年轻的护林员在做好巡山护林本职

工作的同时，主动开展不同形式的

生态保护志愿服务活动，发动当地

居民及游客加入保护热带雨林的队

伍。2012 年至今，鹦哥岭团队每年

面向全国招募大学生，开展以森林

资源保护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面向省内外招募中小学生开展

研学活动。同时，配合相关部门编

撰出版《鹦哥岭兰科植物图鉴》《海

南鹦哥岭鸟类图鉴》《海南鹦哥岭两

栖及爬行动物图鉴》等科普读物，建

立鹦哥岭的“生态档案”。

日前，2021 年度全国学雷锋志

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公

布，海南省鹦哥岭青年生态保护志

愿 服 务 项 目 入 选 最 佳 志 愿 服 务 项

目。15 年间，这支青年团队在助力

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开展一

系列科普宣教等志愿服务活动，让

南国的绿水青山持续焕发生机。

无人航拍机缓缓升起，画面中

的热带雨林苍翠如初，而在鹦哥岭

奋斗的青年生态保护志愿者，也愈

发稳健与自信。“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我们的团队，守好这片山，护好

这片林，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奉献力量。”

米红旭说。

海南省鹦哥岭青年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

守护雨林，人人都是志愿者
■曾毓慧

科研人员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调研。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2013年

11 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2015年

启动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

猫、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

神农架、普达措、钱江源、南山等 10

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2016年

6月 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

2017年

8月 成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管理局。

9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总体方案》。

10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

2018年

4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

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管理国家

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

10 月 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

管理局。

2019年

4月 成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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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标志着我国自然保护地进

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2020年

12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

家公园管理局）完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第三方评估验收。

2021年

10月 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

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

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大事记 濒危与新生

呵护生物多样
性的“摇篮”

高挺的笔管榕树上，一只通体

毛色呈淡棕色的雌性海南长臂猿蹲

坐在树梢，怀中抱着一只刚出生不

久的婴猿。

透过照相机镜头，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长臂猿监测队队员郑海

强，捕捉到这样一幅珍贵画面，令他

和队友倪德聪激动不已。

这 是 自 2021 年 海 南 长 臂 猿 新

生两只婴猿之后，再添一新丁。自

此，这个被评定为“极度濒危”级别

的中国特有物种种群数量，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不足 10 只，稳定恢复至

5 群 36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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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4 个“最”决定了国

家公园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关键区

域中的首要地位。

首批 5 个国家公园分散在我国

西北、西南、东北、华南、东南地区，

均处于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关键区

域。23 万平方公里的保护面积，涵

盖了我国陆域近 30%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为保护“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

走出濒临灭绝的困境，海南省不断

改造修复栖息地。在海南，长臂猿

监测队 18 名专职队员定期穿行在

热带雨林间，监测种群数量、种群状

态和习性、行为等，为科学研究提供

第一手材料。

不只是海南长臂猿。国家公园

设立以来，区域内多类珍稀野生动

植物数量明显增加。武夷山国家公

园启动生物资源调查，相继发现 10

余个动植物新品种；大熊猫国家公

园 横 跨 川 陕 甘 三 省 ，守 护 着 全 国

70%以上野生大熊猫和千余种野生

动植物；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首只

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

达山 1 号”，野外生存状况良好，逐

步适应放归地环境……

正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负责人

侯翎所说：“包容野性的自然，万物各

得其所、自由自在，‘并育而不相害’。”

破与立

打破“九龙治
水”的藩篱

“一只青蛙，在水里游归渔业部

门管，跳到岸上归林业部门管，被抓

了由公安部门管，卖了归工商税务

部门查。”2019 年召开的第一届国家

公园论坛上，这个形象的表述引起

与会者的思考。

在无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参照的

情况下，三江源国家公园闯出一条新

路。2016 年 6 月 7 日，与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同时成立的，还有长江

源、黄河源、澜沧江源 3 个园区管委

会。国土、环保、水利、林业等县级主

管部门一体纳入管委会，整合下设为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国家

公园内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

委托管理局负责保护、管理和运营。

自 1956 年 我 国 建 立 第 一 个 自

然保护区——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

自然保护区以来，60 余年间，各级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区 、森 林 公 园 、湿 地 公

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增加至近

万处。这些自然保护地为保护自然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也存在交叉重叠、多头管理

和碎片化孤岛化等问题。

此前分散的各类自然保护地面

积较小，建立国家公园，能够把原有

的保护地全部整合在一起，形成一

个大的保护单元，便于管理。例如，

大熊猫国家公园从空间上打破行政

区划的限制，将原来分属不同部门、

不同行政区域的 69 个自然保护地

连为一体。

除打破空间分割外，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

破“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局面，建

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进行体制

试点的同时，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试点。以前分散在两个省，由不

同部门、不同地方政府管理的职责

全 部 移 交 东 北 虎 豹 国 家 公 园 管 理

局，再由管理局对整个公园范围内

的自然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实行最

严格的保护。

游客与访客

开启人与自然
的心灵对话

SC0001，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

1 号界碑”。

走进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

的瓦屋山景区，门口不远处树立的

大熊猫国家公园界碑，已经成为一

个热门景点，到此打卡的访客已超

过 50 万人次。

无 独 有 偶 。 2021 年“ 五 一 ”假

期，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迎

来 12 名参与“黄河寻源计划”的生

态体验访客。这是三江源国家公园

正式实施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机制以

来，获批入园的首批访客。

从“游客”到“访客”，称呼的一

字之变折射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悄然

变 化 。 不 是 走 马 观 花 般 的 欣 赏 风

景，而是与自然进行一场深入心灵

的对话。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公园

建设除保护生态外，还承担着科普

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功能。

“国家公园不能建成无人区，也

不是一个隔离区，更不是我们人为

设定的一个禁区。”新闻发布会上，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负 责 人 表 示 ，

“ 从 更 深 层 的 意 义 上 讲 ，国 家 公 园

是一种以未来人类生活空间锻造为

目标的自然文化形态。”青山常在、

绿 水 长 流 、空 气 常 新 的 国 家 公 园 ，

是最好的生态产品，也是最美的自

然课堂。国家公园的科研、教育和

游憩功能，将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生

态产品和服务，实现全民共享和世

代传承。

人与自然的互动，除了远道而

来的访客，还有世代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原住居民。与其他国家的国

家公园大多处于无人区不同，我国

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国家

公园内不可避免地存在居民生产生

活活动。

为此，国家公园在“生态保护第

一 ”的 基 础 上 ，分 区 实 行 差 别 化 管

理。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

以 1 号界碑为标志，正前方的瓦屋

山景区允许游客活动，越过界碑就

进入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

区，更远处是核心区。“一般控制区

允许一定规模的居民日常生活，以

及进行有限制的生产经营、自然教

育等活动。核心区则严禁一切生产

经营活动。”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管

理分局工作人员李敏杰介绍。

“用 10％左右面积的发展，换取

90％以上更重要区域的保护。”拥有世

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武夷山国家

公园，是旅游胜地，也是传统茶叶产

地。公园内，坚持人工除草、杜绝化肥

农药、套种乡土树种的生态茶园，成为

助力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调发展的

一项创新实践。

首批国家公园的设立，不是句

号而是开始。青藏高原、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功

能良好的区域，近年来不断推进自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建立生态保护

长效机制。下一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将建立动态开放的国家公园储

备机制，引导全国各地推动国家公

园的创建。

描 绘 和 谐 共 生 的 美 丽 画 卷
——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本报记者 佟欣雨

武夷山茶产业探索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调发展。图为地处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的福建省武

夷山市桐木村高山生态茶园。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6 月 5日，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为“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

美丽世界，美丽中国。作为“国之大者”的国家公园建设，为更
好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夯实生态根基。

“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

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
贵的自然资产。”2019年 8月 19日，在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的贺
信中，习主席对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的重大意义作出深刻阐释。

透过国家公园建设的“窗口”，我们看到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坚实步伐，看到祖国大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