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规范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建设
和管理？如何维护大熊猫栖息地原真性、
完整性？又怎样促进野生大熊猫种群稳
定繁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四川这份管理办法给出
答案。

4月27日记者获悉，近日，四川省人
民政府印发《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包括管
理体制、规划建设、资源保护、利用管理等
方面，并于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
两年。

大熊猫国家公园如何管？
公园管理机构统一行使管理职责

《办法》明确，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
构统一行使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职责，整
合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原有自然保护地、国
有林场、国有林区等管理职能，履行大熊猫
国家公园范围内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特许经营
管理、社会参与管理、宣传推介等职责，负
责协调与当地政府及周边社区关系。同
时，要根据法律法规或授权履行资源环境
综合执法职责，建立综合执法机制。

大熊猫国家公园所在地市（州）、县
（市、区）人民政府行使大熊猫国家公园
所涉及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协调、公共服
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督等职责；所在地乡
（镇）人民政府配合管理机构做好大熊猫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协调发展、宣
传教育等工作；所在地村（社区）应当引导
居民养成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

《办法》还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
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和人文资源的义务，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
制止、举报和投诉。

大熊猫国家公园怎么建？
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

《办法》明确，大熊猫国家公园按照管

理目标、用途及管控强度划分为核心保护
区和一般控制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实行差别化用途管制。

核心保护区是指维护以大熊猫为代
表的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正常生存、繁衍、
迁移的关键区域，采取封禁和自然恢复等
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实行最
严格的科学保护。

一般控制区是指实施生态修复、改
善栖息地质量和建设生态廊道的重点
区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原住居民、
管理机构人员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
是开展与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目
标相一致的自然教育、生态体验服务的
主要场所。

《办法》提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大熊
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确定的范围和界线
组织实施确界定标。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破坏、擅自移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界
碑、界桩、电子围栏和公共标识识别系统
等保护设施。

《办法》规定，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建
设项目应当符合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和专
项规划。建设项目选址和设计方案应优
先避让国家公园，因施工技术和自然地理

条件无法绕避的应尽可能采取空中桥梁、
地下隧道等对大熊猫栖息地无阻断的方
式，并设置大熊猫及其他野生动物交流通
道等生态保护措施。

如何加强资源保护？
以自我修复为主 辅以必要人工措施

《办法》明确，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大熊
猫野生种群保护管理，建立相应规程和工
作流程，实施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
的日常巡护、动态监测、病饿个体救护、动
植物疫源疫病监控等管控措施，建立野生
动物救护体系，完善野生动物救护和大熊
猫野化放归基地建设，推动救护大熊猫易
地放归、野化培训和大熊猫孤立小种群复
壮，对特有、珍稀、濒危、极小群落植物、重
要林木种质资源实施抢救性保护，建设一
批林木种质资源原地保存基地库和异地
保存设施。

同时，管理机构应当开展生物多样性
调查，会同有关部门和周边地区建立生物
多样性保护协调机制；应当分类分区开展
大熊猫国家公园受损自然生态系统修复、
生态廊道建设，提高不同栖息地斑块间的
连通性。

《办法》提出，大熊猫国家公园应当以
自然修复为主，辅以必要的抚育间伐、栽
种大熊猫栖息地乡土树种或大熊猫喜食
竹种等人工措施，构建适应大熊猫生存繁
衍的自然生态系统。

此外，大熊猫国家公园原则上禁止林
木采伐，因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森林防火、
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遭受自然灾
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的和一般控制区
的竹林除外，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相关林木
采伐应当由县级以上林草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批复同意，批准前应当征求管理机构
意见。

怎样利用管理资源？
一般控制区可实行特许经营

《办法》明确，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
制区可以实行负面清单和特许经营管理
制度，特许经营以规范大熊猫国家公园经
营管理秩序，防止资源环境破坏。通过制
定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

管理机构应当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一
般控制区内建设多元化展示区，设立科研
科普、自然教育等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可
会同所在地市（州）、县（市、区）人民政
府以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为前
提，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内科学
合理划定自然教育、森林康养和野生动植
物观赏等活动区域、线路；应当根据国家
和四川省相关技术标准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建设智慧大熊猫
国家公园。

《办法》还明确，进入大熊猫国家公
园内的单位、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
相关规定，在划定区域内活动，依法接受
管理。严禁未经批准进入非划定区域，
对未经管理机构同意擅自进入国家公园
非划定区域的人员由属地管理机构依法
处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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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台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办法
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实行差别化用途管制

大熊猫国家公园。图据CFP

“十四五”期间知识产权如何护航高质量发展？
相关负责人做客省政府网站对《规划》进行解读

4方面主要任务、19项工作举措、12
个专项行动、4项保障措施……这是赵辉
对近日印发的《四川省“十四五”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进行
的概括。

4月27日，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
心党组书记，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兼）赵辉做客四川省人民政府
网站在线访谈栏目，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十三五’时期，四川知识产权强省
体系初步构建。”赵辉介绍，四川在知识产

权领域已形成市场监管与服务促进双轮
驱动新格局。

作为建设国家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
试点省，在“十三五”期间，四川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能力显著增强——全省新增授
权专利40万件，商标有效注册达101万
件，地理标志达762个。率先在全国设立
省级知识产权运营基金，规模达6.86亿
元。16个市（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超
过300亿元。

为保护这些创新，四川高标准建成中

国（四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16个省级
以上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与此同时，

“护航”“雷霆”“闪电”“剑网”等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深入开展，立
案、破获侵权假冒犯罪案件1322件。

“十四五”时期是四川抢抓国家重大
战略机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势见效的关键时期。

如何“抓住时机”？赵辉介绍，《规划》
结合四川特色，提出了全面落实《川渝知
识产权合作协议》，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知识
产权新高地；构建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积
极创建知识产权金融生态区；聚焦特色优
势产业，助推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知
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充分挖掘特色川
菜、地方小吃、特色服务、特色农产品和道
地中药材、民间艺术等方面的市场附加价
值，促进知识产权与旅游、农业、文化等产
业融合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实习生刘宇凌

今年是成都都市圈全面启动建设的
第一年。4月26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
委获悉，围绕共建产业圈、通勤圈、朋友
圈、生活圈四大重点，一季度成德眉资4
市共开工年度重大项目12个。

跨区域完善产业链是产业协作的重
点。今年以来，4市通过强化产业政策协
同引导、搭建产业平台、制定实施联合招
商合作方案等方式，持续深化产业协作。
3月底前，成都武侯区和眉山东坡区共建
的成眉同城大健康产业先行示范园等合

作园区加快项目导入，成都都市圈内已有
上千家企业借助“头部+配套”模式开展
产业合作。

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是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中之重。截至3月底，成都都市
圈内的市域铁路成资S3线累计完成投资
26.5亿元，成德S11线、成眉S5线等项目
前期工作陆续启动。在累计开行跨市公
交线路12条基础上，4市已联合启动新
一轮联合购置（租赁）新型公交化动车组
优化开行方案。

共享开放平台是开放合作的重心。
一季度成都资阳联合完成成都天府临空
经济示范区总体方案编制。四川自贸试
验区成都区域累计向德眉资复制推广自
贸改革试验经验成果18项。德阳国际铁
路物流港蓉欧冷链运营中心项目全面开
工，眉山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

公共服务共享突出惠民生。截至3
月底，4市初步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在成
都都市圈异地可办、网上能办，以及公积

金中心与各银行机构信息集中互通。成
都都市圈内25家三甲医院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项目由74项扩至99项。一季度德
阳、眉山、资阳参保人员在成都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 27.3 万人次、医保支付金额
2.24亿元，增速同比均超过30%。借助
联合防控治理机制，一季度成都都市圈实
现84个国省考断面无V类和劣V类水
质，4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78.3%，同比上
升3.1个百分点。

据川观新闻

成都都市圈一季度开工重大项目1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