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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民生杂谈

让女童的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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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30年，“春蕾计划”交出这样一

份成绩单：累计筹集社会爱心捐款

21.18亿元，捐赠人数2784万人次，捐建

春蕾学校1811所，编写发放护蕾手册

217万套。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无数企

业、机构和个人无私奉献、凝结而成的磅

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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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新元报道 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宣布，我国正

式命名5处国家地质公园。分别是

湖北恩施腾龙洞大峡谷国家地质

公园、广西罗城国家地质公园、广

西都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园、西藏

羊八井国家地质公园和四川青川

地震遗迹国家地质公园。至此，我

国正式命名的国家地质公园增至

219处。

湖北恩施腾龙洞大峡谷国家地

质公园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境内，总面积 103.8 平方公

里，是一个以清江伏流、腾龙洞洞穴

系统、恩施大峡谷和石柱式峰林等

立体喀斯特地貌景观为特色的地质

公园。

广西罗城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境

内，总面积60.84平方公里，是以岩

溶地质地貌遗迹和水体景观遗迹为

主体的地质公园，由剑江、武阳江两

个园区构成。

广西都安地下河国家地质公园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

族自治县境内，总面积200平方公

里，包括巴丁、南江、地苏三个景区，

是以典型喀斯特地下河、地下河天窗

群为主体的地质公园。

西藏羊八井国家地质公园位于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镇

境内，总面积68.77平方公里，包括

地热田、王日错和藏布曲三个景

区。公园的地质遗迹类型分为地质

（体、层）剖面、地质构造、矿物与矿

床、地貌景观、水体景观、环境地质

遗迹景观6大类，是一处生态资源

和人文资源相互辉映的综合型高原

地质公园。

四川青川地震遗迹国家地质公

园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境内，总

面积53.58平方公里，包括东河口和

荞鱼洞两个园区。东河口园区呈堰

塞湖、滑坡、地裂缝、山体张裂变形、

崩塌等多种地质破坏形态，是铭记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难，弘扬伟大

的抗震救灾精神，展示灾后重建成

果，集缅怀、感恩、教育、体验等功能

于一体的园区。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要求，5处国

家地质公园要严格按照保护第一、科

学利用的原则，做好园区各类地质遗

迹的资源保护，开展公众地学科普教

育和科学研究，并按照地质公园管理

相关规定和《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指

南》要求，加强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和

建设，为促进地方资源、环境和经济

的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做出贡献。

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上地质遗迹

资源最丰富、分布最广阔、种类最齐

全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拥有世

界地质公园39处，位居全球第一；

国家地质公园219处；省级地质公

园近400处，形成了地质遗迹类型

齐全，遍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香港地区的地质公园建设发展

体系。地质公园年接待游客超过5

亿人次，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自然教

育基地。

□ 本报记者 田新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言人

黄采艺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

国目前已开展东北虎豹、祁连山、大

熊猫、三江源、神农架、南山等10个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涉及12个

省份，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

按照中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的要

求，到2020年将全部完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任务。

目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稳步

推进。多地国家公园有关负责人表

示，加快国家公园立法工作势在必行。

创新体制机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有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局（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管理局）挂牌成立，成为我国第

一个中央事权的国家公园管理机

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副

局长张陕宁说，虎豹局会同吉林、

黑龙江两省政府，在相关林业局挂

牌成立十个分局，其中吉林片区六

个、黑龙江片区四个，构建了两级

垂直管理机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试点中唯

一同时承担“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体制试点”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两项任务的国家公园。张陕宁

说，两项试点改革的核心，是创新管

理体制机制。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向可文介绍，大熊猫国家公园形成了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成

立了以国家林草局和四川、陕西、甘

肃三省政府有关负责人组成的协调工

作领导小组；组建了大熊猫国家公园

管理局、三省管理局、管理分局；印发

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协调工作领导小

组职责及议事规则》《大熊猫国家公园

管理机构工作职责》。

2018年8月和11月，黑龙江省

和吉林省将涉及的国土、水利、林业、

农业、环保、住建、森工等7个部门

42项职责划转移交东北虎豹局，由

东北虎豹局代中央统一行使事权，

这是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体制试点改

革的重要突破和标志性事件。按照

改革方案要求，东北虎豹局梳理形

成了行政职能事项清单并开展相关

法律授权工作，推进统一行使园区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资源环境综合执法职责。为

确保“接得住、管得好”，东北虎豹局

分别与两省地方政府和各级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进行对接，建立了协作

工作机制和重大问题多方会商工作

机制，平稳有序推进改革。

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

王洪波说，2018年，祁连山国家公

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甘肃、青

海两省依托省林草局分别成立了祁

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青海

省管理局。

2018年，甘肃省将祁连山自然保

护区22个保护站和18个森林公安派

出所共计1300余人全部上划省林业

厅管理，构建了“垂直管理”机制。

矿权有序退出

甘肃省采取注销式、扣除式、补

偿式三种退出方式，逐步实现了国家

公园内矿权和水电开发企业的有序

退出。甘肃省片区祁连山保护区内

144宗矿业权已全部退出，并采取

封堵探洞、回填矿坑、拆除建筑物以

及种草植树等综合措施恢复生态环

境；保护区内25个旅游设施项目已

按差别化整治措施完成分类整改，

并实施了生态环境恢复。青海片区

制定了全省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补

偿工作方案，从2018年起每年安排

3亿元专项资金，已注销违规矿权

26宗。

王洪波介绍，甘肃省生态移民采

取“四个一”措施引导农牧民易地搬

迁、转产增收，即一户确定一名护林

员、一户培训一名实用技能人员、一

户扶持一项持续增收项目、一户享受

一整套惠民政策。

目前，甘肃省片区核心区2862

人已有涉及张掖市149户484名、武

威市59户217名农牧民实现全部搬

迁。祁连山国家公园将全面完成祁

连山国家公园本底资源调查、组织开

展勘界立标、编制专项规划，适时发

布祁连山国家公园负面清单，研究制

定祁连山国家公园相关管理制度，全

面完成试点任务。

向可文说，大熊猫国家公园逐

步探索可持续社区发展机制，将现

有各类保护地管护岗位统一归并为

11,993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吸纳

社区居民就业。因地制宜发展绿色

替代产业，推动原住民生产生活方式

绿色转型，比如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

区精心打造“唐家河蜂蜜”品牌，使养

蜂业成为当地重要的增收产业和富

民产业；积极吸纳社区居民参与生态

保护，如甘肃白水江管理分局探索建

立社区共建共管模式。

大熊猫国家公园逐步完善了生

态保护制度，明确规定试点区不再新

设矿权，暂停规定区域内林地征占

用、采伐以及新建小水电等审批事

项，严禁不符合保护和规划要求的

建设项目进入国家公园；大力实施

天然林保护、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

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试

点以来，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费用

46.82亿元。

此外，大熊猫国家公园将研究制

定集中居民点规划方案和生产生活

设施退出方案，进一步明确政策措

施，逐步推进原住民搬迁和生产生活

设施退的退出，根据保护修复的需

要，研究制定试点区集体土地租赁和

赎买方案。

加快立法进程

张陕宁介绍，东北虎豹局在没有

取得法律授权前过渡期间，通过启动

多方会商机制，对历史遗留问题、涉

及环保重大问题、重大民生工程等进

行会商解决，统筹兼顾生态保护和国

家重大民生工程，确保了改革稳妥顺

畅推进，为其他国家公园民生工程建

设提供借鉴经验。

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牵头组

织草拟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条

例》草本，正在启动立法计划；起草

了《祁连山国家公园勘界立标规

范》，已通过专家评审，将作为行业

规范发布。起草了《祁连山国家公

园建设项目负面清单》，已进入征求

意见阶段。

向可文表示，大熊猫国家公园将

加快研究出台《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

办法》《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管

理办法》《大熊猫国家公园野外巡护

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为大熊猫国

家公园建设奠定制度基础，为国家公

园立法提供实践经验。

王洪波认为，国家公园建设还需

要完善国家公园管理法律法规和自

然保护地的草原管理政策。“尽快

出台国家公园管理法律，对不同保

护类型的国家公园出台差别化管

理法律，是否考虑‘一园一法’。对

以草地为主体的国家公园，明确是

否‘禁牧’。”

据介绍，为了实现国家公园的

“人虎两安全”，东北虎豹国家管理

局联合有关部门大力开展打击乱捕

滥猎、清山清套、森林防火督查和林

地清收专项行动；对试点区建设项

目使用林地、林木采伐进行前置审

核，为试点区域提供生态公益诉讼

司法保障。同时，与国际保护组织

合作，对盗猎现状、反盗猎手段、反

盗猎管理和巡护状况进行调查；联

合成立虎豹应急救护领导小组和专

家组，建立应急救护机制，设置补饲

点300余处，救助放归野生动物140

余只。

据了解，按照规划，到2020年，

我国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设立

一批国家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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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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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新型管理机制 确保改革稳妥推进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正稳步推进，多地呼吁加快国家公园立法

□ 张一琪

历时 5 个多月的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日前落下帷幕。从历史来

看，本届世园会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

最多、展现内容最全、展示效果最好、

办会影响最广，必将影响深远。

北京世园会堪称一个样本，它让

世界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中国、一个努

力的中国。在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向世界传播绿色发展理

念方面，中国努力而为、脚踏实地。细

细品味，不难发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由点及线、点线成面，正在绘就一幅美

丽中国画卷。

点状呈现，如星星之火，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不断闪光。甘肃八步沙林

场、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河北塞罕坝

林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北京城市副

中心城市绿心……这些美丽名字，星

罗棋布在中国广袤大地。还有些地

方，如祁连山、秦岭等地，一改生态环

境受破坏面貌。中国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着国土上的每一个点。

线状串联，如火炬传递，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无论是“中国最

美景观大道”318 国道，“美哭了”的草

原天路，还是绵延城乡的广东绿道，线

性美景总让人想起远方。奔腾不息

的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它 们 沿 线 有 大 量 美 景 ，也 有 生 态 压

力。中国直面现实，决定“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当前，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效。黄

河上游“中华水塔”稳固、中下游生态

宜居的生态安全格局，也已绘入蓝图。

点线成面，如燎原之势，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未来可期。从高空俯视，中

国国土空间布局已经得到优化，京津

冀、长江经济带省区市和宁夏等省区

市的生态保护红线已经划定，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散乱污”企业整治力度

空前。近年来，北至内蒙古赤峰马鞍

山林场，南至云南苍山洱海，东至黑

龙江千里沃野，西至甘肃祁连山，从长

江到黄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连

成一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

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生态文明

建设进入快车道。中国污染治理力度

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

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

未有。

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中国并不独

善 其 身 。 我 国 率 先 发 布《中 国 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

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

2020 年）》，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

批准文书。2017 年，同联合国环境署

等国际机构一道发起，建立“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经验，也为世界贡献智慧，携手

各国共建美丽家园。北京世园会期

间，各种环保理念在园区碰撞交流。

守 正 笃 实 ，久 久 为 功 。 北 京 世

园 会 闭 幕 ，中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开 启

新征程，推动建设美丽地球家园脚步

不停歇。

我 国 新 增 5 处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目前拥有世界地质公园39处，位居全球第一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的野生东北虎 国家林草局供图

广西罗城国家地质公园武阳江园区 张琪琪 摄

绘就美丽中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