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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补偿资金投入不
足始终是提升野生动物损害补
偿工作实效面临的最大难题。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在开展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
险以前，每年从 1 月到 12 月各级
汇总野象损害情况，筹集资金，
到第二年底才能兑现补偿金。
因缺乏资金来源，政府给受损群
众补偿的金额不到实际损失价
值的 15%，赔付率过低引起受灾
群众强烈反映。

自 2010 年 开 始 ，政 府 逐 年
加大了投保额度，情况有所好
转，实行按季度补偿，但投保总
额有限，保险公司赔付资金也只
能达到实际损失价值的 50%。

截 至 2015 年 ，西 双 版 纳 州
累 计 投 入 保 费 5845 万 元 。 其
中，国家财政资金 2500 万元，省
级 财 政 资 金 2535 万 元 ，州 市

（县）级财政资金 810万元。
2014年，西双版纳州投保金

额 1690万元，实际补偿到位 1120
万元。2015年，全州投保 1670万
元，现已补偿了3批860多万元，还
有两批预计补偿700万余元。

西双版纳州野生动植物保
护管理站站长陈勇说，实践证
明，推行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
是解决野象肇事损害补偿的一
条十分有效的途径，群众受益多
就会更加主动参与保护野象工
作。总的看，野象肇事损害补偿
占西双版纳州野生动物肇事损
害补偿金 90%左右，看似不少的

补偿金额实际远远不够。目前，
野象致人死亡补偿标准仅有20万
元，与受损群众要求有较大差距。

当前，因中央财政对西双版
纳州野生动物损害补偿专项资
金每年 500 万元的标准 10 年未
增加，云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补助
逐步增加但没有固定下来，西双
版纳州各级政府配套资金十分
有限，缓解人象冲突的资金缺口
至今依然很大。

陈勇不无担忧地说，2015
年以前，承保险公司因赔付数额
很大，连年亏损。在人象冲突愈
演愈烈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加
大投保资金额度，受损群众利益
得不到相应保障，损害补偿将会
遇到更多的困难。

受多种因素制约，西双版纳
州林业部门完成当年野生动物
公众责任保险投保通常在 5 月
以后，肇事补偿滞后已成常态。

今年春节期间“竹笋牙”损
坏车辆的补偿工作，查勘定损早
已完成，因 2016年投保协议未签
订，预计要下半年才能兑现补偿。

陈勇建议，国家在修订完善
《野生动物保护法》同时，应设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专项资金，加
大对野象保护投入。省级和州
县（市）也要在野象保护所需人、
财、物上进一步倾斜，加快实施
主动防范工程，大幅增加投保额
度，提高补偿标准。单就野象谷
而言，应尽快将景区服务区迁出
保护区，最大限度减少车辆对野
象活动区域的影响，使缓解人象
冲突工作更加适应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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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象是我国体型最大的陆生野生动物，全国亚洲象
的种群数量为 300 头左右，除云南省普洱市和临沧市等地
有少量的分布外，我国 90%的亚洲象种群都栖息于西双版
纳州境内。随着自然保护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和濒危野生
动植物保护力度的加大，西双版纳州的野生亚洲象从上世
纪 70年代的 170头左右增长到了目前的 250~279头。

◆本报记者赵娜

亚洲象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旗舰物
种。近年来随着西双版纳保护区周围人类活动范
围的扩大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亚洲象在村寨周
围的活动日趋频繁，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
定压力，人象冲突时有发生。在西双版纳自然保
护区周边，每年都会有村民意外死于野象脚下。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澜沧江保护基金资助了
亚洲象扰动社区早期预警系统建设项目，以云
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坪村空格六
队为试验点，对亚洲象潜在威胁进行预警，项目
使用了一种秘密装备——红外触发相机。

只要亚洲象在村寨周围活动，闪光报警和
手机短信都能提醒当地居民对即将袭扰的亚洲
象提前防范。这套预警系统或许能为解决人兽
冲突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解决方案。

红外触发相机布置在村寨周边大象可能出
没的地带，它会对所有触发了相机的东西实时
拍照，并将照片第一时间通过移动通讯号发送
到项目人员的手机终端，项目人员经过判读可
以向村民发布预警。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传播官员高向宇说：“在
村庄周边适当范围内布置若干红外相机，可以
及时地对野生象群的活动进行监测，从而指导
村民有效规避，避免人与象发生正面冲突。必
要时项目人员还可以遥控村中心房顶的声光报
警装置，向全村发布预警信号。”

据了解，此次把关坪村空格六队作为试点，
就是想通过监测对野象进出的重要路口实施预
警，让野象伤人事件不再发生。待系统成熟后，
受扰多的村庄也将安装上警报系统，为人与象
的现实共存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高向宇表示，人象冲突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
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亚洲象扰动社区
早期预警系统建设项目，希望在现有的客观条件
下，以空格六队为试点，探索一种人象安全共存的
相处模式，目前这一项目已经进入结项阶段。

实时拍照并传送照片

红外相机预警大象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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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自今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甘肃
省在境内长江水系、黄河水系
以及包括石羊河、黑河、疏勒河
及各支流天然水域在内的内陆
河水系，实行全面禁渔，改善水
生态环境。

所谓“禁渔”，就是在一年
中一定时期、一定的地点，禁止
渔民捕捞鱼类等水生生物。这
段时期一般为鱼类的交配、繁
殖期，在这段时间禁渔，可以保
证鱼类的正常繁殖，促进渔业
可 持 续 发 展 。 早 在 2010 年 9
月，甘肃省就发布了自然水域
全面禁渔的通知。

据甘肃省农牧厅介绍，通
过十多年的禁渔活动，全省大

部分自然水域的渔业资源退化
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渔业生态
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为巩固已
经取得的禁渔成果，进一步做
好甘肃省自然水域的渔业资源
保护管理工作，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甘肃省决定继续对
境内三大水系实行禁渔。

禁渔区不包括以上河流流
经的养殖型水库水域，此类水
域渔业资源保护和增养殖，由管
辖这一水域的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另行规定。涉及水生生物自
然保护区的天然水域的禁渔管
理，适用有关自然保护区法律、
法规及规章规定。对违反禁渔
制度非法捕捞的，有关部门将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甘肃三大水系全面禁渔
保证鱼类正常繁殖，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通讯员于涛 记者杨
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记者日前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了
解到，今年新疆新增 5 个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补助试点县，分
别是布尔津、木垒、洛浦、英吉
沙和博湖。至此，新疆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补助试点县（市）已
达 到 17 个 ，封 禁 保 护 面 积 达
362.55万亩。

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
助 试 点 工 作 于 2013 年正式启
动，新疆第一批项目有且末、沙
雅、墨玉、鄯善、哈密、玛纳斯6个
县（市）进行了试点。2015年，吉
木萨尔、阿瓦提、岳普湖、吉木乃、
策勒、若羌 6个县（市）启动了沙
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工程。

沙化土地封禁试点是通过

禁止在已经沙化的土地上进行
一切破坏生态的生产、开发、建
设活动，以遏制沙化土地扩展
的办法，通过保护可促进封禁
区内植被的自然恢复和地表结
皮的生成，让生态系统自我修
复，提升当地抵御干旱、沙尘暴
等灾害的能力。主要办法是通
过围栏、界标等基础设施工程
和 重 点 地 段 固 沙 压 沙 沙 障 工
程，遏制了流沙扩展。

自治区林业厅治沙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环塔里木盆地
周边是防沙治沙的重中之重，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每个县补助
资金 2000 万元，争取“十三五”
期间将大部分脱贫攻坚重点县
市纳入试点，创造更多公益岗
位，聘用一部分管护人员就业。

新疆新增5个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点

试点区禁止一切开发活动

辽宁省凌海市南八千村小学与驻地边防派出所爱鸟护鸟小分
队近日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同在兰天下 共享一个家”爱鸟护鸟主
题活动，倡导从小树立保护野生鸟类的环境意识。图为边防派出
所工作人员在介绍文须雀如何在湿地停歇与繁殖。 李铁成摄

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养镇三岔河的野象谷，是热带雨林中野生亚洲象
的欢乐家园。 蒋朝晖摄

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景
洪市勐养镇三岔河的野象谷，是野
生亚洲象（以下简称“野象”）活动
最为集中、频繁的地方。今年春节
期间，一头名叫“竹笋牙”的大公象
在野象谷肇事的消息爆棚，人象冲
突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前不久，记者专程前往西双版
纳州，在野象谷这一片神秘、奇异
的热带雨林中，亲眼看见了成群结
队的大小野象在潺潺流淌的溪水
里尽情嬉戏的自然美景，还与当地
野生动植物管护人员、居民进行了
深入采访。据了解，尽管西双版纳
州为缓解人象冲突做出持久努力
并取得积极成效，但野象肇事损害
补偿资金不足的问题始终没有彻
底解决。

人象冲突怎样缓解？
主动防范，建立保险制度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
“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
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对缓解
人象矛盾高度重视，州林业局、环保局等相
关部门配合到位，积极探索最大限度减少野象
造成损害的有效途径，在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
想方设法增加对受损群众的补偿资金额度。

陈勇说，近年来，西双版纳州不断加大
野象保护宣传和野象损害防范工作力度，采
取设置警示牌、人工预警、在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边缘开挖防象沟、架设电围栏、在野象
谷景区修建高空游览栈道等多种办法，有效
减少了野象造成的损害。

同时，大力实施主动防范工程，通过推

进野象活动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向农
户提供补助资金发展清洁能源、建设野象
食物源基地和亚洲象保护廊道等措施，既
有效减少了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给野象栖息
地带来的破坏，又确保群众增收致富得到
提速。如扶持受野象侵害较严重的村寨发
展种植业，通过进一步调整种植结构，从以
种植稻谷、玉米、花生等短期粮食作物为主
转向以种植橡胶、茶叶等长期经济林木为
主，使野象对农作物损害程度大大降低。

在落实野象肇事损害补偿上，西双版
纳州各级政府努力克服多种困难，想方设
法向受损群众兑现补偿资金。

据了解，2004 年以前，野生动物损害补
偿资金主要由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相关县

（市）各级政府共同筹集，因获得资金来源渠
道少，补偿标准较低。2005 年，西双版纳州
野生动物损害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
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云南省政府一
次性给予西双版纳州 400 万元的补助。2006
年至今，中央财政专门对西双版纳州进行补
助，补助资金为每年 500万元。

陈勇说，一直以来，野象始终是西双版纳
州野生动物肇事的“主力军”。在损害补偿资
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西双版纳州专门制定补
偿措施和方法，优先落实伤亡人员补偿，再考虑
其他农作物和财产补偿，想方设法把十分有
限的资金全部用到刀刃上。

为最大限度确保受损群众的利益，2010
年，西双版纳州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合作，在全球率先试
点开展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通过建立降
低野生动物侵害风险的商业保险制度，逐步
实现了由政府直接补偿向商业保险赔偿的转
变。截至目前，保险公司已经累计向野象肇
事损害群众赔付近 6500 万元。

享有“动植物王国”美誉的西双版纳州
保存着我国最大的野象种群。

自 1998 年西双版纳州全面启动天然林
保护工程并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收缴猎枪和
猎具活动、实施禁猎措施以来，当地群众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行为更加自觉，
各类野生动物特别是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
的种群数量很快得到恢复。同时，野生动物
损坏庄稼和财产、伤害人畜等一系列社会矛
盾和问题随之出现，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造成了很大影响。

西双版纳州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
长陈勇说，一直以来，野象在西双版纳州长
驱直入进村寨的情况屡见不鲜。景洪市东
北部的勐旺乡常有 50 余头野象出没，去一
次逗留 3~5 个月，勐腊县瑶族聚居区长期滞

留的野象也有 30~40 头。野象最爱吃甜脆
玉米、水果甘蔗、菠萝、香蕉等食物，所到之
处的玉米、旱稻等庄稼几乎被一扫而光。

据统计，1991 年~2010 年，全州共发生
野生动物肇事损害事件 15.9 万余起，涉及 31
个乡镇，受灾人口近80万人（次），直接经济损
失达2.7亿余元。频繁发生的野象损害案件，已
严重危害到当地群众的财产甚至生命安全。

近几年，多种原因导致野象肇事数量呈
增长趋势，损害程度逐步加重。仅 2014 年，
全 州 共 发 生 野 象 肇 事 2.5 万 多 起 ，死 亡 两
人。2015 年，全州野象肇事共致 4人死亡。

陈勇说，野象群每天活动区域约在 50
公里范围，因食物源少，活动越来越靠近城
镇（如勐养镇），还有的地方是近两年才去。
2014 年以来，勐海县勐往乡周围野象活动频

繁，野象采食庄稼甚至袭击人员致伤致死事
件屡有发生。这一区域成为近两年西双版
纳州发生野象损害庄稼、袭击伤人致死频率
最高、数量最多之地，当地居民谈象色变。

据了解，为有效缓解人象冲突问题，西
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协同勐海
县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到勐往乡实地调研，
商讨保护防范对策。2015 年 10 月 22 日下
午，正在勐往乡曼允村周围进行“人象冲突
现状及缓解对策研究”项目野外监测的 6 人
调查组遭遇野象袭击，年仅 32 岁的管理局
科研所工程师姚正扬因公殉职。

今年春节期间，大公象“竹笋牙”先后 3
次在野象谷附近公路上肇事，损坏小汽车、
摩托车共 27辆，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在野象谷热带雨林公园北门不远处的
林涧农家饭店，店主王剑告诉记者，野象经
常三五成群在饭店周边出没，最多一次来了9
头。最怕晚上停电，养的狗在夜间离野象近了
都不敢叫。今年 2月，大公象“竹笋牙”先后到
访 3次，自己曾斗胆在晚上开面包车亮着大灯
去撵。虽然至今没有出事，但随时要小心提防。

野象为何如此任性？
食物源少，屡屡犯境伤人

新闻延伸

随着人口与野象数量都在增长，亚洲象同

时面临几个生存威胁。

野生亚洲象目前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

南部个别地区。

本报记者赵娜北京报道
最新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结
果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
森 林 生 态 服 务 总 价 值 已 达
6938 亿 元 ，比 5 年 前 增 加 了
1357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了近
1/4。 预 计 到 2020 年 ，全 市 森
林生态服务总价值将在现有基
础上再增长 10%~20%。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
体，科学计算北京市森林资源
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6 年，为保证北京市的
森 林 资 源 价 值 核 算 具 有 科 学
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北京市统计局、国
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聘请中
科院地理所，对北京市森林资
源价值评价核算的指标和方法
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建立了森
林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评 估 动 态 机
制，每年向社会公布北京市年
度森林生态服务价值。

森林生态服务价值主要评
价指标包括产品供给、水源涵
养、大气调节、环境净化、土壤
形成、土壤保持、农田防护、防
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社会
服务等 10 个方面。截至 2015
年底，北京市森林生态服务价
值达到 6938 亿元。其中，产品
供给 147 亿元，水源涵养 1520
亿元，大气调节 1629 亿元，环
境净化 812 亿元，土壤形成 281
亿元，土壤保持 6 亿元，农田防
护 5 亿元，防风固沙 9 亿元，维
持生物多样性 2274 亿元，社会

服务 255亿元。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工作

人员分析认为，过去 5 年，北京
市森林生态服务总价值之所以
增长较快，主要是因为过去 5
年北京市大规模造林，使森林
资源快速增长，森林质量全面
提升。

近年来，尽管国际国内的
一些专家学者对森林资源价值
核算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研
究目的不同，评价指标和评价尺
度也不相同，导致目前国际上没
有通行的资源价值评价方法。

据了解，由于森林资源具
有多种效益，其价值体现也就
包括多种形式。专家团队在对
国际国内森林资源价值评估方
法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分 析 的 基 础
上，建立了适合北京实际的资
源价值评估方法。这一方法充
分利用了“3S”技术（遥感 Re-
mote Sensing、地 理 信 息 系 统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
tem、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
sition System 的统称），与目前
国内外的评估方法相比具有较
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得到
了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可。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
员介绍说，评价基础数据是基
于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和年
度动态监测的森林资源小班数
据 。 这 一 数 据 落 实 到 小 班 地
块，保证了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建立在小班数据基础上的森林
资源评估在我国尚属首次。

北京森林生态服务总价值七千亿
预计到 2020 年再增长 10%~20%

◆本报记者蒋朝晖

财政资金不足，保险公司连年亏损

国家应设补偿专项资金

专家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