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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

森林环绕，古树参天。云雾氤氲，仙境含
烟。听！草木间虫吟和音交织在一起，演奏着
一曲美妙的生态乐章。

随着视线的拉远，这片地处我国海南岛中
部的穹窿构造山区，是亚洲热带雨林和世界季
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上唯一的“大陆性岛屿
型”热带雨林，被誉为海南的心脏。

2021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
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
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
批共5个国家公园。标志着国家公园体制这一
重大制度创新落地生根，从试点转向了快速发
展阶段。

由国家公园建设所引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改革是我国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共建人与
自然命运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
发力点。我国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领域的
承诺、努力与引领，是承担大国责任、体现大
国担当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生态
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新时代十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
进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十年，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奇迹，天更蓝、水
更清、山更绿，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满
意度持续提升。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作为重点改革任务首次提出，党中央、国务
院先后出台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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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策文件。2015年以来陆
续启动开展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在
管理体制创新、严格生态保护、社区融合发展
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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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我国自然保
护地体系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三个等级，其中国家公园是保护强度、保护
等级最高的。”

“我局会同各相关省区完善三级联动协调
工作平台，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责任共
担的局省共同责任工作体系，共同研究问题、
部署工作，做到协同配合、同向发力。”

对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前因后果、做法
成效，视察团出发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
负责同志专门向视察团成员详细介绍了具体情
况，并与委员们进行了互动交流、答疑解
惑。有备而来的委员们，在越来越深入的实地
视察和座谈交流中，对国家公园建设有了更深
刻的认知。

“国家公园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重要支
撑是法律法规建设。”在视察团副团长、全国
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宁看来，国家公园体
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
艰巨的任务，要考虑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建
设，让保护发展做到有法可依。

据了解，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
推进立法进程。在目前过渡阶段，王宁建议海
南省提前梳理研究总结问题经验，待《国家公
园法》颁布出台后，第一时间依据上位法抓紧
修改现有的试行条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涉及的9个市县都不属于设区市管，而是省
直管，建议以省为主制定和修订完善条例和修
订完善各项配套的法规，以形成统一的有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色的配套法规制度。”王
宁说。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省也正是在这样的自
我探索实践中，已经累计制定实施国家公园各
类制度、办法、规范等10余项，颁布实施了《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等，其中《关
于进一步推进森林和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损害修
复赔偿工作的意见》属国内首创的改革创新。

实践——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之道

小雨淅淅沥沥，茂林遮住雨滴。视察团一
行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的科研
栈道中穿行，耳边都是清脆虫鸣。

脚下的这片土地，是被列入极度濒危灵长
类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长臂猿在全球范围

内唯一的栖息地。
作为海南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对海南长臂

猿的保护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工作人员告诉委
员们，从20世纪80年代成立保护区开始，海南
长臂猿的生存现状开始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与重
视，“2017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特别是国
家公园正式建立以来，长臂猿栖息地不断修复扩
大，种群恢复速度比以往更快，从最初的濒临灭
绝已增长到5个家庭36只。”

在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海南长臂
猿保护案例》面向全球发布，总结出长臂猿保护

“海南模式”，为世界濒危物种、热带雨林保护等
焦点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可以说，海南省通过生态保护“组合拳”，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实施生态搬迁工程，打响了占海南岛陆域面积七
分之一的热带雨林“保卫战”。长臂猿正是其中
的见证者。

作为科研工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崖州湾
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对科
学研究在保护利用中的重要作用感同身受，“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还是以生态保护为
主，但要真正把生态保护工作做好，还需加强
科学研究，最终实现有序发展的良好循环。”根
据海南的森林资源，李家洋建议，要加强海南
森林碳汇及潜力方面的研究，真正地为国家

“双碳”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同时进一步加强
对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
的保护研究。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这是在视察过程中，
委员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保护之后，能不能
有效利用？怎么利用？怎么跟当地发展结合？这
些成为保护之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全国政协常
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邓蓉玲提到
的保护与利用的统筹问题也是视察团的共同
关注。

视察团副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马建堂认为，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是不可动摇
的，但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要更好发挥生态
资源的价值，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把
保护和利用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或许更有利于保
护。“特别在一般控制区，明确什么不能干的同

时，在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什么可以干，或是经过
探索可以干。”马建堂说。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海南省考察时指出，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宝，是水库、粮库、钱库，
更是碳库，要充分认识其对国家的战略意义。

在这个综合性定位要求下，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提出，
相对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样的专项规划，
我们应该按照综合性实施规划进行编制，对一些
关键问题在规划里予以清晰地阐述或者是表示。

“首先是国家公园未来的开发强度问题，从我自
己的专业理解，海南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是相对稳
定的生态系统，开发规模控制在2%-3%是相对
合理的开发强度。”樊杰解释道，只有先测算出
恰当的开发强度，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争取
到一定的必要空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规划总面积4400余
平方千米，位于公园内的科教展示中心是公众全
面了解热带雨林的最佳方式。

“建议国家公园在展示宣教科普等方面有一
个片区分工，分别专门精准地展示长臂猿等动
物，以及各种植物的多样性，在各自的特色上
做精做专。”樊杰说，另外可以制定一些游憩活
动和适合产业发展的正面清单，在空间规划上
解决游客中心选址，科教中心场馆建设等用地
问题。

民生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共商共治共享

59栋颇具黎族特色的联排两层小楼错落有
致，院落里高高的芒果树上果子繁茂。天还没
亮，随着“哐啷”“哐啷”的关门声，村民已经
带着割胶的工具陆续出了门。

这里是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新高峰村，也
是海南全省第一批生态移民搬迁村。

“我们高峰村原来处于鹦哥岭腹地，属于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核心区和南渡江源头，
为了保证热带雨林实施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我
们全村整体搬迁到牙叉镇。”“原来在山上主要是
割胶，现在搬下来既可以割胶，白天还能去镇里
打零工，只要肯下功夫，挣钱的机会更多了。”

“关键是孩子上学、老人就医也很方便，过去在
山上有个头疼脑热，下山看病就要走两个多小

时。”视察团一行来到高峰村时，原来靠山吃山
的村民们最担心的生活问题，现在都成了村民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搬迁群众的欢声笑语的背后，是白沙生态
搬迁土地处置新模式的探索——以原有的高峰村
7600 亩集体土地与海南农垦控股白沙农场的
5350 亩国有土地进行等价置换。政府根据协
议，按照每人10亩的补偿标准，在新村附近给
村民提供土地，用来发展橡胶产业，并提供相应
林地、耕地补偿。

从某种意义上，高峰村带着“土地”走出大
山，走向了绿色可持续发展，而村民们深知这是
国家公园建设带来的变化。

毋庸置疑，国家公园要坚持国家所有，必须
由国家主导。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国家公
园又坐落在具体省市的行政区划内，深深影响着
这片土地的发展以及百姓的生产生活。

“要更好统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发挥
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中央的决策通过地
方的行动落实好、落实到位。无论是中央政府委
托地方政府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还是中央政府
直接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都要更好发挥国家公
园建设的积极性。”马建堂表示。

在视察中，委员们发现，地方对国家公园建
设的参与度，有高有低，积极性也不尽相同。对
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总工程师闫振认为，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在传递保护理念的同
时，要给地方发展留有空间，在非核心区的管控
上留有弹性，让地方政府通过拥抱国家公园，让
老百姓通过保护生态得到实惠。

在马建堂看来，要防止“两张皮”就要更
好统筹省内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在国家统一规
划下，国家公园管理系统与园区所在的具体市
县其实谁也离不开谁，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前提
下，既要责任明确、各负其责，又要通力合
作、互相支持。在具体操作层面，委员们同时
提到，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成熟做法，在“园
地”两个层面进行交叉任职、相互兼职，将来
在重大事情的执行和发展保护统一的过程中，
更有利于形成合力。

“国家公园可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地方
的空间和产业发展规划等都可以好好做文章，通
过山海联动，把那些到海南看海的游客吸引到山
里来。”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刘艳
玲认为，进一步加强“园地融合”前景可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乡百姓如今逐渐
在“生态”这条路上尝到新甜头。

“这一片的船型茅草屋曾经是祖祖辈辈居住
的房子，如今在保护的基础上建成了乡村民宿，
游客们都很喜欢我们这里的船屋特色。”在位于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腹地的昌江
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村民们在紧挨着船型
茅草屋民宿的景观亭里，向委员们介绍着“故居”
新貌。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愈发深入人心，在保护与
发展之外，国家公园的文化培育成为应有之义。

“要让国家公园在创造生态产品和物质成果
的同时，更要创造丰富的生态文化成果，构建内容
丰富、贴近生活、富有感染力的生态文化体系。”

“要积极开展自然教育，完善科普宣教和生
态体验设施，让国家公园走进公众尤其是孩子的
心中。”

“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和社会参与，
共同研究和利用好雨林的独特资源，讲好中国的
国家公园故事。”

4天时间在马不停蹄中转瞬即逝，视察团出
发的6月5日恰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
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随着国
家公园在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更大积极进展，我
们相信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画卷正在
通过地方实践缓缓铺展开来。

助力打造中国国家公园“海南样板”
——全国政协“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委员视察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包松娅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 4 天，
是与自然相互聆听的4天。我们走到雨
林深处 2000 多年的古树面前，也走过
树荫下那些惬意生长的小花小草；鸟类
的啁啾、昆虫窸窸窣窣的声音时刻萦绕
耳畔。

在热带雨林，动植物是绝对的主
角，以至于我们有时会不留神忽略
了那些穿着工服、拿着扫帚，每天
要沿着固定路线巡检卫生和防火情
况 的 护 林 员 。 他 们 大 部 分 是 临 时
工，工资待遇也不算高，但他们与
这片山林的关系或许比我们知道的
更为久远，他们的祖辈大都曾是这
里的林业工人。

海 南 热 带 雨 林 国 家 公 园 总 面 积
4403 平方千米，仅吊罗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负责管护的林区范围达 10 万多
亩，意味着 25 位护林员每个人巡护范
围都超过了4000亩。

霸王岭片区的负责人向政协委员们
也介绍了同样的情况，机构改革的过程
中，当前人员严重缺少，且老龄化严
重，学历相对不高，片区人员结构存在
断层，“我们片区日常对于长臂猿的监
测，都是护林员兼顾，防火队也是护林
员兼顾，因为没有充足的人员储备。”

在视察中，也有当地委员介绍并反
映，其实海南全省是有一支庞大的林业
队伍，在当前国家公园的体系下，可以
考虑在并轨分流的过程中，如何继续利
用好和保持住这支队伍。

我们在霸王岭的科研栈道上就遇到
了这样的护林员蔡阿姨，她是典型的

“林二代”，父母都曾是林场职工，“我
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母进了林场，那时
采伐林木也是支援国家建设。”到了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开始启动对海南热
带雨林的保护，蔡阿姨的身份也从伐木
工变成了护林员。

2020 年 6 月 28 日，《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试行)》 由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印发实施，再到 2021 年 10
月 12 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
设立，作为护林员，蔡阿姨她们肩上的
责任更大了。

“我是‘林二代’，我的女儿可能未
来会成为‘林三代’，但是我非常地高
兴和满足。”蔡阿姨扶着手里的扫帚，
脸上已经笑开了花，“女儿在海南大学
读热带作物研究，从小我就带着她在山
林里转，没想到她自己也很喜欢，专门
选择了这个专业。”

委员们纷纷向蔡阿姨竖起了大拇
指，既是称赞她作为护林员三十多年的
坚守，更是欣慰她为热带雨林保护培育
了年轻人。

转变与传承
本报记者 包松娅

▶▶▶记者手记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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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宝，是水库、粮库、钱库，
更是碳库，要充分认识其对国家的战略意义，努力结出
累累硕果。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护，努力实现生态保

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公
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的丰硕成果。”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6月5日至8日，全国政协“保护国家公园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委员视察团赴海南开展视
察，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政
协力量。

2021 年 10 月，在联合国 《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我国宣布正式设
立首批5个中国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
导管理，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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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者海域。是我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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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大
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
地 ， 是 长 江 、 黄 河 、 澜 沧 江 发 源 地 ，
素有“中华水塔”“高寒生物种质资源
库 ” 之 称 。 拥 有 冰 川 雪 山 、 高 寒 草
原 、 高 原 湿 地 等 高 寒 生 态 系 统 。 藏
羚、雪豹、野牦牛、藏野驴等高原明
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绿绒蒿、红景
天等高原珍稀植物在此顽强生长、竞
相绽放。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和

甘肃三省，是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
要繁衍栖息地，保护了全国 70%以上的野
生大熊猫。同时拥有川金丝猴、朱鹮在内
的多种野生动植物，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
富的地区之一。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吉林、黑龙江两
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是我国境内规模
最大且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东
北豹种群的定居和繁育区域。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南
部，拥有我国分布最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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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极度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在
全球的唯一分布地，也是热带生物多样性和
遗传资源的宝库。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越福建省、江西省，
是我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
拥有同纬度保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
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特色丹霞地
貌景观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世界著
名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国家公园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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