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王培哲）8月19日在青海西宁举行的
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上，经国家林草局
（国家公园管理局）批复印发，大熊猫国
家公园等全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
正式发布总体规划。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
2030年）》提出一系列目标——到2030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适宜大熊猫栖息
的面积不少于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的80%；
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大熊猫栖
息地斑块少于10个；森林蓄积量达到2.62
亿立方米；监测体系覆盖率达到70%；自
然教育受众人数达到1000万人次。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1978平方
公里，其中大熊猫栖息地面积1.5万平方
公里。“2021年，大熊猫栖息地范围内，适
宜大熊猫栖息的面积占77%，按照《总体
规划》，到2025年，这个数字不少于77%，
到2030年不少于80%。”省林草局相关负
责人解释，为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要通
过生态修复和保护，提高大熊猫栖息地
生态质量。为此，《总体规划》以关键工
程为抓手，提出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修
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河湖和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等重点生态工程，强化对大熊
猫国家公园内自然生态系统的全面修复
与保护。

截至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内调
查到的大熊猫有1340只，占比超过全国
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有参与《总体
规划》编制的专家表示，大熊猫栖息地破
碎化是大熊猫种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
题，部分局域种群仍然面临生存挑战。

挑战直接体现在“割裂”的斑块数量
上——截至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中
大熊猫栖息地被“割裂”为13个斑块。对
此，《总体规划》要求在拖乌山、泥巴山、
二郎山、皮条河、土地岭、施家堡、黄土梁
等大熊猫栖息地植被脆弱区域开展长期
监测。

监测任务是找出阻隔大熊猫种群联

系的限制因素和区域范围，有针对性地
构建7条关键生态廊道。在此基础上，通
过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修复，“缝
合”原本“割裂”的活动区域，从而促进种
群之间的基因交流。

《总体规划》从数据基础入手，提出
“一套数据，一个中台，一套算法，一朵云，
一张网”的建设目标。以此为基础，掌握
自然资源动态变化，推动科学保护。四川
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将技术手段充分运用在日常巡护过程
中，《总体规划》还提出在大熊猫国家公园
唐家河片区建设巡护监测员实训基地，常
态化开展巡护能力提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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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共生 国家公园旗舰物种种群恢复显著
夏秋之交，黄河源头，扎陵湖与鄂陵

湖湖面上，成群的斑头雁泛起层层波纹；
重峦叠嶂，曲流蜿蜒，海南热带雨林中，
海南长臂猿在林海间自由穿行；茫茫林
海，山脉纵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中，虎
啸声在山林间回荡……千峰竞秀，鸟兽
灵动，国家公园生机勃勃。

从青藏高原到南海之滨，万物共生
的和谐画卷正在展开，国家公园的珍禽
异兽不断回归，尽显自然与生态之美。

国家公园让旗舰物种稳定增长

8月19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
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西宁举
行，此次论坛旨在共商建设全世界最大
的国家公园体系，集聚力量助力旗舰物
种保护。

时间回到2021年，一个令世界瞩目
的消息传出——

当年10月12日，我国正式设立三江
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
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
局）局长关志鸥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是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制度
创新，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实现了国家
公园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开启了自
然生态保护新篇章。

“我们用最严格的措施加强生态系
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国家公园正成为
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他表
示。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实现了长江、
黄河、澜沧江源头整体保护，藏羚羊种群

恢复到7万多只；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
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畅通跨境通道，东北虎数量超过50
只，东北豹数量超过60只；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雨林生境持续改善，海南长臂
猿种群数量恢复到6群37只……

科技力量助力万物生灵和谐共生

国家公园自建设以来，就立足以科
技力量护航国家公园野生动物。

四川通过建立大熊猫遗传数据平
台，掌握了500余只大熊猫的DNA档案
信息；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技术，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可对虎、豹、熊、猞猁等30多种
动物进行AI识别分类；地处长江源头的
格拉丹东冰川，监测方舱车可以将监测
结果通过卫星传输，坐在家里就能看到
长江源头的第一滴水是怎么形成的……

针对生物保护研发的“黑科技”还在

不断发展。纵列式布局无人直升机、伪
装式机器人……本届论坛的天空地监测
与新技术应用展区内，一件件用于国家
公园建设的新奇科技产品琳琅满目，吸
引了许多与会人员驻足观赏。

“我们利用无人飞车等科技设备，以
及面向自然生态监测和碳汇实时测量的
地面智能终端，有效助力国家公园内的
旗舰物种监测与保护。”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无人系统研究院总工程师祝明说。

科技建园的背后是一代代科研工作
者的接续守护。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冯利民一直“踏雪
而行，追寻老虎”。经过反复探索研究，
冯利民和他的科研团队利用防火瞭望塔
布设网络，研制的智能红外相机可以完
成高清图像和视频的实时回传。

“现在，我们分布在园内的智能红外
相机超万台。可以精确地进行‘虎脸识

别’，可实时监测园区内东北虎、东北豹
等旗舰物种的数量变化。”冯利民说。

国家公园“生态红利”持续释放

“我们更加注重在保护中改善民
生。”关志鸥说，眼下国家公园加快推进
绿色转型发展，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积极开展特许经营、生态旅游、自
然教育、游憩体验等。

牧民涛西昂扎家住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昂拉村，该村
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作为
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的他，几年来在长
江源拍摄到大量雪豹、野牦牛等珍稀物
种。

每年8月，在青藏高原气温最高的时
候，他随专家在玉珠峰等地进行雪线监
测。“数字是有力量的，我们要用真实的
数据去记录全球变暖对雪线的影响，这
也为三江源旗舰物种保护提供了更多数
据支撑。”涛西昂扎说。

参与本届论坛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刘世荣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在为动植物“让路”的同时，当地统
筹处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民生福祉，许
多曾经的伐木工加入护林队伍，如今已
成为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

我国国家公园在持续探索公众共
建、共享机制，让生态资源逐渐成为群众
的“幸福不动产”。国家公园的“生态红
利”还将持续释放：本届论坛正式宣布，
我国将稳妥有序推进设立黄河口、钱江
源—百山祖、卡拉麦里等新的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的进一步发展和品牌
打造，将使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绿
色发展成果。”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唐
小平说。 （新华社西宁8月20日电）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吴晓铃 成博）近日，四川省文物局等
多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红色草
原”保护利用的通知》，我省成为全国首
个出台“红色草原”地方配套政策的省
份。

去年8月，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联合公布全国首批12处“红色草
原”名单。四川红原草原、甘孜草原、松
潘草原等3处草原成功入选，成为入选数
量最多的省份。

《通知》重点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主要
任务。

加强“红色草原”革命文物保护。开
展“红色草原”革命文物资源专项调查。

加强战斗遗址遗迹等考古调查。推进
“红色草原”革命文物整体保护，对会议
旧址、战斗遗址、红色标语、红色路桥、重
要人物旧居、烈士陵园、纪念碑等实施抢
险加固、保护修缮和展示利用；对濒危损
毁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对重点文物进
行预防性保护；推进革命文物周边环境
治理。实施“红色草原”革命博物馆纪念
馆展陈提升工程，打造一批精品展陈。
依托革命旧址举办主题陈列展览，推动
更多革命旧址向公众开放。

深化“红色草原”价值内涵挖掘。
支持文博单位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合
作开展相关领域课题研究，建设革命文
物协同研究中心。支持符合条件的革

命场馆创建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确
定一批重要标识地，充分发挥红色资源
教育功能。成立“红色草原”联盟，召开

“红色草原”保护利用研讨会，举办主题
论坛等。

推进“红色草原”环境配套治理。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开展红色乡村绿化美化工
程，提升生态景观。实施退化草原生态
修复，推进禁牧休牧轮牧，恢复草原植
被。加快创建若尔盖国家公园，实施若
尔盖等重要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开展退
化湿地生态修复、珍稀动植物保护和湿
地生态效益补偿，建设最美川西高原湿
地。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开展

“红色草原”环境综合治理，保护历史风
貌与历史景观等。

促进“红色草原”文旅融合发展。
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智慧服
务，支持实施一批“红色草原”文旅融合
示范项目。建设“红色草原”主题游径，
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打造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深化与四川长征干部学院
合作，建设一批红色教育研学实践基
地。每年举办“大美四川·红色草原主
题游”系列活动。培育“红色草原”体育
旅游，支持开展徒步挑战赛等赛事活
动。鼓励各地在深挖红色文化价值内
涵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策划开展红色
文化演艺项目。

保护利用“红色草原”我省明确四方面重点任务

一群待产雌性藏羚羊正在通过青藏公路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产仔（2023年5月
29日摄）。 新华社发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发布
到2030年，适宜大熊猫栖息的面积不少于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的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