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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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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我国明确给出
“国家公园”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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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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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并加挂国
家公园管理局牌子，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
然保护地。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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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国家公园建设，今年4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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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所有国家公园关注
者、建设者的嘱托和鼓励。

“建设国家公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载体。”谈到“初心”，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际瓦表示。作为第一
提案人，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她联合广西、
贵州、云南的26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建议
设立岩溶国家公园”提交联名提案。

“几乎是‘百里挑一’。”全国政协常委、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支树平这样形容重点提案的
产生过程。根据重点提案遴选和督办办法，全
国政协经过多方推荐、层层筛选、主席会议审
定，从审查立案的4979件提案中，最终确定
76件重点提案。这项提案以其站位高、视角
新、涉及范围广，成为2022年度重点提案，
由全国政协提案委组织督办。

为推动该重点提案办理落实，6月23日
至2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率队，全国政
协提案委邀请提案者代表、相关委员、提案承
办单位专家组成调研组，赴云南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开展督办调研。

“短短7天时间里，调研组顶骄阳、冒酷
暑，途经6个市、深入5个县，看了十几种不
同类型的岩溶地貌。看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
果，进一步凝聚了创建岩溶国家公园的共
识。”这次调研给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副主任陈雷留下深刻印象。

设立岩溶国家公园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这是一次探寻之旅，也是一次时光之旅。
曾经，这里是一片浩瀚海洋，经过漫长的

地质演变，终于形成了极为珍贵的地质遗迹。
蒙蒙细雨给云南石林增添了几分油画意境，调
研组不禁感慨：这里涵盖了地球上众多的岩溶
地貌类型，见证了数亿年沧海桑田的变迁。

调研组中的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欧阳志云
边走边向大家介绍：我国岩溶地貌面积大、分
布广，广西、贵州、云南这个区域发育了丰富
多样的岩溶地貌，保存了从高原过渡到低山丘
陵的完整形态谱系，包括峰丛、峰林、洼地、
谷底、洞穴等类型的岩溶地貌与岩溶景观，展
现出完整而独特的岩溶地貌演化过程，具有高
度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国家公园强调的就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原
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云南
省政协副主席李学林非常认同欧阳志云的观
点，“这里属于常绿阔叶林生态地理区，岩溶
地貌和景观及其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类型与动植
物区系，是地球演化过程的珍贵遗产，具有科
学和观赏价值。”他顿了一下，“但不可忽视的
是，大部分岩溶地区生态系统脆弱，石漠化现
象严重。石漠化还常常伴随着水土流失、物种
消失、生态多样性降低等多种生态灾难。设立
岩溶国家公园不仅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
自然遗产，对于保护岩溶地区生物多样性，提
升岩溶地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筑牢南方
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一番话，引起调研组的深思——中国是
全球石漠化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以桂黔滇地
区最为严重。这里还是少数民族聚集地，脱贫

攻坚成果仍需持续巩固。设立岩溶国家公园对
于岩溶地区提供生态产品的价值和模式的实现
路径、进一步深化和推广石漠化治理以及石漠
化严重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亦
是一种有益探索。

调研组的车子驶入罗平生物群国家地质公
园——世界唯一的“三叠纪研究中心”，一块
硕大的牌子上写着“等你两亿年”。栩栩如生
的化石让大家惊叹，在形成、演化具有全球对
比意义的岩溶地貌里，竟然沉睡着如此宝藏，
它们不仅是罗平的，是云南的，更是中国的、
世界的。“也要把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重要自然
生态系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行严格保
护。”支树平认为。

其实，三省区一直十分重视国家公园创建
工作，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已建有多种类型
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和管理工作扎实。广
西河池、百色以及云南、贵州与之相邻的地
区，有10多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并已成立
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初步具备国家公园的创建
条件。而且，在此区域设立岩溶国家公园将填
补我国尚未有岩溶国家公园的空白。

在设立岩溶国家公园的重要性、必要性、
可行性方面，大家已形成共识，似乎“只欠东
风”。但事实上，还有诸多问题是调研组关注
的重点。

发挥政协优势
建设好岩溶国家公园

乘坐动车一个半小时，调研组从云南来到
广西。穿过狭窄逼仄、位于岩溶峰簇山坡上洞
口，大家进入巴马溶洞。洞中大部分晶莹剔
透的钟乳石仍处于生长和发育期。

三省区交界处，有不少这种岩溶地貌奇
观，但是它们分布并不集中。于是，调研组多
位委员建议，采取“一园多区”的模式设立岩
溶国家公园。“一园”即指岩溶国家公园，“多
区”意为选择广西、贵州、云南具有代表性的
区域纳入岩溶国家公园区域范围。重点考虑贵
州、云南与广西交界沿线涉及的峰林峰丛地貌
景观、峰林峰丛洼地、地下洞穴、石漠化等关
键地区。

陈雷建议，科学确定岩溶国家公园的空间

布局、功能定位、园区范围。把最应该保护的
地方保护起来，以最大的尺度空间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要聚焦体制机制创新、
管理效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这就需要建立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下的省
际管理机构和省际问题协调机制，统一事权、
分级管理。以省区为单位进行管理，同时强化
垂直管理，在省区统管下充分发挥市县的作
用，实现对岩溶生态系统的精准化保护。”对
于三省区联合共建，陈际瓦已经有了设想。

支树平提出，既然是国家公园，就要国家
主导，除了省区发力之外，可以考虑国家林草
局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和三省区，建立共建岩溶
国家公园管理机制和联席会议机制，统一研
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明确岩溶国家公园
的管理机制、管理方式、管理机构，落实管理
力量，定期召开协调会，组织协调岩溶国家公
园创建及管理相关工作，研究解决创建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

“这些工作涉及面广，开展起来需要一定
的时间和精力。”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
原驻会副主任陈因提供了一个思路：三省区政
协可以率先建立定期协商推进机制。在以往的
经验中，无论是河流流域还是山脉区域，不少
是由沿线的政协先建立协商推进机制，三省区
的政协委员可以通过提案积极提出意见建议。
这也为政协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发挥作
用、凝聚共识搭建了平台。

设立岩溶国家公园
要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广西七百弄的“弄”字，本是由“山”和
“弄”构成的上下结构壮语字，指岩溶峰丛间
的洼地，这里其实有1300多个弄。峰丛基座
相连，山峰密集成四面环围状，中间深凹如锅
底。生活在一个个小小“锅底”里的瑶族百姓
常年在石头缝隙间“抠”土种庄稼，且仅能种
苞谷。

望着眼前七百弄层峦叠嶂、气势磅礴的峰
丛，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张勇告诉记者：一路调研过的几个县，基本上
财政收入都在10亿元以下，但这些县每年的财

政支出都在30亿~40亿元，需要国家大量转移
支付。

“如果可以构建岩溶碳汇交易体系，就能通
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来实现岩溶碳汇生态价值。广
西希望申请国家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
金以及等量碳排放权，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
势。”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副局长黎四龙表示，“当然，首先要建立岩溶生
态系统碳汇评价方法体系，形成‘可计算、可核
查、可调控’的岩溶碳汇定量评估技术体系。”

“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国家公园基本处于荒
野地和无人区；但对于我国而言，仅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试点内就有9万常住人口，大熊猫国家公
园试点内人口达到12万。建立大面积的国家公
园，必须要考虑自然生态保护和原住民的关
系。”调研组专家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国家林
草局教授级高工唐小平指着七百弄的“弄”
说，峰丛分布和山下农田的分布高度交错，要
是把每个弄里的几亩地、几户人家“抠”出
来，那么从地图上看，岩溶国家公园就“开天
窗”了。“实际上，国家公园建设，不主张大规
模的生态移民，除非是在核心保护区里。而且
移民搬迁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希望政协能够向
国家建议，国家公园范围中有一部分不纳入生态
保护红线。”

欧阳志云频频点头表示，设立国家公园一定
要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不要太激进，也
不要太保守。根据现实情况可以“开天窗”，但
是不建议开得太多。如果人口不是很多，就保存
在国家公园里，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不会对环境
有太大的破坏。还要考虑到城市化问题，一些村
庄也会慢慢自然消失。

“要把眼光放长远，处理好区域间，特别要
关注岩溶国家公园和周边区域的中长期规划，包
括地质矿产资源的地下分布和勘探。”在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作多年的张勇思虑更全面，“岩溶国
家公园的规划布局，要通盘考虑，合理划定范
围，应尽量避开未来一定时期内可能建设铁路、
高速公路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区域。”

“设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并不是只保护不利
用，要打造出一个严格保护和科学利用的‘样板
间’。”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张建龙表示，可以鼓励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或其
举办的企业参与国家公园内特许经营项目，并给
予相关项目的资金补助、技术服务、营销服务
等。国家公园里的人工商品林可研究设置过渡
期，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商品林的前期投入
问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在调研期间总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希望通过保护和发展共同推
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落实落地。设立岩
溶国家公园有利于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和
前提下适度发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
等相关产业，促进当地群众稳定就业增收。“壮
乡人民特别是当地群众对设立岩溶国家公园满怀
期待。”他说。

在南宁召开的全国政协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座
谈会上，马飚副主席指出，设立岩溶国家公园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国家公园重要论
述的重要行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公园的重要
论述上来，把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抓好。

国家公园建设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扇窗
口，透过它可以看到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
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项“国之大者”将会讲述
出更多更好生态故事、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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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杨白杨

率 队：

马 飚 全国政协副主席

组 长：

支树平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
会副主任，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

成 员：

张 勇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
村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
主任 （正部长级）、党组成员

陈 雷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
村委员会副主任，水利部原部长、党组
书记

陈际瓦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协原主席 （提案者代表）

孙大伟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
席、党组书记

张建龙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和农
村委员会副主任，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
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公园管理
局） 原局长、党组书记

陈 因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
会原驻会副主任

李学林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
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云南省
主委，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云南
省园艺学会会长

黎四龙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
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广
西地质矿产集团副总经理 （提案者代
表）

唐小平 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教
授级高工 （国家林草局）

欧阳志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主任、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 （中
国科学院）

调研组名单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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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

公园体系。
——2021 年 10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
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一批国家公
园。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标志着我国国
家公园体制这一具有全局性、引领性、标志
性的重大制度创新落地生根，也标志着我国
国家公园事业从试点阶段转向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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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石林，提案者代表与提案承办单位专家就岩溶地质地貌保护利用情况交流探讨。 亓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