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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为摸家底，十三陵林场管
理处请来专业调查团队

提起十三陵这个地方，很多人的第
一印象是旅游景区。它紧挨北京昌平
城区，城市环境车水马龙，人口密度相当
大，旅游旺季更是人潮汹涌，十分热闹。

但是，作为华北平原与燕山山脉的
相交地带，十三陵地区所属的浅山型地
貌，也是动物们十分喜欢的栖息环境。
一方面，山前平原能给动物提供丰富多
元的食物，另一方面，丰富多变的地形地
貌则可以提供隐蔽且丰富的生存空间。
动物在此相互渗透，往往可以形成生物
多样性富集的状态。

也正因为此，十三陵地带的生物多
样性水平，可以有效反映近年来当地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效。

2021 年初，北京市十三陵林场管理
处在 WWF 的支持下，与猫盟 CFCA 建立
合作关系，对辖区内生物多样性水平开
展科学调查，希望借此摸清林场内活跃
的物种种类、数量水平。

十三陵林场由 10 个分场组成，如蟒
山、龙山、南口、沟崖、长陵等，总经营面
积约为 8500 公顷，是北京园林绿化局直
属国有公益林场之一。林场分场有的就
在城区里面，比如十三陵水库边的龙山
分场，每天早上都有无数的周边居民上
山锻炼身体。

因此，对十三陵林场开展科学调查，
还可以更进一步深入认知，在类似十三
陵林场这样没有放牧、没有砍伐、基本没

有盗猎，但是旅游休闲活动非常多的山
区，野生动物能适应吗？它们会多起来
吗？人类要怎么做，才能让它们生活得
更加安全舒适？

此外，十三陵林场管理处工程师张
恒告诉记者，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推动林场森林结构调
整、森林抚育与经营管理等工作。

斑羚现身，呈现浅山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2021 年 5 月 ，猫 盟 CFCA 正 式 开 启
了野外调查工作。调查的对象主要包
括鸟类和兽类，同时兼顾一部分昆虫和
两栖爬行类。具体方式则是根据各个
分场不同的植被类型（人工林和不同年
份的天然林、灌草丛）、坡度/高度、与人
类社区的距离等因素，布设红外相机，
以及沿着鸟类迁徙路线开展实地观察
调研。

经过几个月的积累研究，摸底调查
的结果，让大家感到十分兴奋。

以 红 外 相 机 拍 摄 记 录 到 的 兽 类 物
种名录为例，几个月来，红外相机共拍
摄到包括中华斑羚、野猪、狍子等 3 种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在内的兽类 20 多种，具
体则为中型有蹄类 3 种、猫科 1 种、犬科
1 种、灵猫科 1 种和鼬科 3 种，几乎囊括
了北京现存所有大中型（和部分小型）
兽类。

此外，野外实地调研还观察到鸟类
100 多种，两栖爬行类中蛇类五六种、蜥
蜴四五种。

当然，最令人惊喜的“发现”还是斑
羚。

猫盟 CFCA 宋大昭告诉记者，斑羚
作为一种过去常被打猎的物种，与狍子
一样，特别怕人，很难见到，能在与人类
活动区域十分近的近郊区域存在，是一
种十分可喜的现象。

“当这些怕人的动物态度开始改变，
就更加能够说明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变。”
宋大昭表示。生态环境的改变不止是植
被等环境因子，还包括人类的影响。因
此山区居民对野生动物态度的改变，是
动物保护的关键所在。

张恒表示 ，近 年 来 ，通 过 实 施 森 林
抚 育 、有 害 生 物 防 控 、打 除 防 火 隔 离
带、古树名木养护、森林防火宣传等措
施，林场森林结构得到调整、森林健康
程 度 得 以 提 高 ，森 林 景 观 得 到 大 大 改
善，促进了森林群落的正向演替，提高
了 生 态 系 统 的 完 整 性 ，为 野 生 动 物 生
存繁衍提供了基本的栖息地环境和良
好条件。

“带豹回家”，斑羚现身引
发美好期待

此次斑羚在北京近郊山区的出现，
还引发了众人对“带豹回家”的期待。不
少人在转发时纷纷表示，期待华北山地
生态系统尽快恢复完整，实现华北豹“有
豹在林”。

作为顶级捕猎者，华北豹是食物链
中的顶端存在。尽管当下在很多人的
认知中，北京作为人口超过 2000 万的超

级都市，不可能存在这样充满野性的顶
级猛兽。但实际上，华北豹在北京地区
的消失不过二三十年。上世纪九十年
代，北京密云山区发现了最后一只有记
录的华北豹尸体。华北豹亚种命名的
标 本 也 来 自 北 京 ，按 说 应 该 叫“ 北 京
豹”。

而此次斑羚在近郊出现引发众人关
注，正是因为作为基石物种，斑羚的存在
是华北豹等大型食肉类动物种群繁衍生
存的先决条件。

梳 理 显 示 ，除 了 十 三 陵 林 场 ，门 头
沟、密云等离北京城区较远的地区一直
存在着斑羚活动的身影。过去十年，环
京的河北地区也拍到了不少斑羚。

不过，宋大昭也表示，尽管目前斑羚
身影日渐增多，但“带豹回家”在短期内
依然只是一个美好愿景。

宋大昭表示，一头华北豹所需要的
栖息地面积，大概是七八十平方公里，比
北京二环 62 平方公里的辖区面积还要
大。 再加上一头豹子的孤立存在并不
能完成种群繁衍延续的需求，必须是七
八头乃至十几头华北豹的种群。这也就
意味着，一个华北豹种群至少需要两千
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但 宋 大 昭 依 然 对 未 来 充 满 期 待 。
他告诉记者，只要生境足够好，人类对
野 生 动 物 保 持 一 个 健 康 正 确 的 态 度 ，
他 相 信 北 京 1 万 多 平 方 公 里 的 山 地 面
积 ，完 全 可 以 承 担 华 北 豹 种 群 的 繁 衍
生存。

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带豹回家”会
实现。

“山东省在全国率先更新生物多
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谋划加快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
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等
8 个方面战略任务，划定 15 个陆地优
先区域和 15 个海洋优先区域，确定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10 个优先领域和
16 个优先行动。”在山东省政府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管言明介绍了全省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展。

健全就地保护、迁地保
护体系，形成“两屏三带”生
态安全格局

山东省地处黄河下游，濒临渤海
与黄海，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暖温带季
风气候特征明显，境内水系较为发达，
河川径流量偏少，植被类型以针叶林
和落叶阔叶林为主，形成了复杂多样
的自然生态系统，这里有森林、灌丛、
草甸、湿地等陆地生态系统和海岸带、
岛屿、河口、近海等海洋生态系统，孕
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山东省逐
步健全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体系。在
就地保护方面，着力构建科学完善的
自然生态空间，形成“两屏三带”（“两
屏”是鲁中南山地丘陵、鲁东低山丘陵
生态屏障，“三带”是沿海、沿黄河、沿
京杭运河生态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划定陆域、海域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各
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488 个，形成较为
完善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网络。

在迁地保护方面，截至 2020 年年
底，山东省共建设动物园 40处、植物园
38处、大型海洋馆9处；建立不同类型农
作物种质资源库52个、林木种植资源保
存库 40 处、畜禽种质资源保存场所 62

个，成立国内唯一的省级水产生物种质
资源保存与利用平台，生物多样性迁地
保护成绩斐然。

为加强监督执法，自 2017 年起，
山东省连续 5 年开展“绿盾”自然保护
地强化监督工作，发现违法违规问题
现已全部整治完成。开展一系列联合
执法行动，有力打击和震慑了非法猎
捕和交易野生动物等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成效明显，涌现一
批典型代表地区

管言明告诉记者：“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涌现出黄河三
角洲、昆嵛山、长岛、南四湖等一批保护
成效明显、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地区。”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黄河入海口，总面积 15.3 万公
顷，于 1992年 10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
是以保护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
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湿地类型自然
保护区，是拥有我国暖温带最广阔、最完
整、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多年来，黄河三角洲保护区不仅开
创了国内自然保护区详细规划的先河，
还建立巡护监测制度，实现对保护区重
点区域、重要节点的实时监控。成立黄
河流域首个生态环境定位观测研究站，
为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先后恢复
湿地35万亩，有利促进了湿地生态系统
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目 前 ，保 护 区 内 野 生 动 物 1627
种，鸟类由建区时的 187 种增加到 368
种，拥有各类植物 685 种，昆虫调查鉴
定 512 种，两栖动物 6 种，大型底栖动
物 195 种。其中，东方白鹳从 2005 年
的两巢繁殖 7 只雏鸟，增加到 2019 年

的 105 巢繁殖 306 只雏鸟，累计成功繁
殖雏鸟1639只，成为全球最大的东方白
鹳繁殖地，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
予“中国东方白鹳之乡”荣誉称号。

另一自然保护区——昆嵛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则创新建立了破解生态
保护与发展矛盾的“昆嵛山模式”，并
已取得显著效果。保护区纪录的动植
物物种由 2234 种增加到 2523 种，胶东
仅存的狗獾种群数量稳步提升，珍贵
野生中药材灵芝、天麻等种群数量逐
年扩大，消失多年的原生河蟹等湿地
生物重现河道，野生梅花鹿在野外监
测中被重新发现。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保护处处
长王清介绍：“虽然山东省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全球物种
加速灭绝，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和生态
系统退化的国际大形势下，全省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恢复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生态系统功能局部退化、部分物种濒危
程度较高等都是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为此，山东省将不断加大工作力
度，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开
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建设生物多样
性保护监管平台，整合各相关部门生物
多样性数据，构建数据翔实、准确的全省
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加强多元化生物
多样性保护合作，通过与全球环境基金
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等合作，推动知识、信
息和科技交流与成果共享。

不仅如此，还要积极开展生物多
样性宣传活动，推广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成功案例，引导社会
团体和公众自觉主动参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完善社会参与机制，通过项目
资助、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形
式激励企业、社会组织开展生物多样
性保护宣传教育、咨询服务、违法监督
和法律援助等活动。

浙江丽水古树众多。据 2017 年普
查 统 计 ，丽 水 全 市 范 围 内 共 有 古 树
52289 株，它们就像镶嵌在浙南林海中的
一颗颗璀璨明珠，共同“树”造着丽水美丽
大花园。

古树名木跨越百年仍能生机盎然，不
仅得益于优良的生态环境，更与群众和政
府有力的监管保护息息相关。

走进丽水莲都区小安村，远远就能
看到一棵巨大的古樟树。这棵树郁郁葱
葱，生机盎然，巨大的树冠将一旁的道路
团团罩住，是当地村民纳凉闲谈的天然
场所，由于世世代代与小安村百姓相伴，
已然成为小安人的精神寄托。

“早前这棵古樟被水泥封了树根，边
上还浇了水泥路，导致树根难以吸收水
分，严重影响正常生长。这好比人被憋
了一口气，呼吸困难，当时已出现枝萎叶
枯的现象。”村民何清连告诉记者。

在得到消息后，丽水市绿色环保协
会古树名木保护分会及时将情况反馈给
当地乡政府。经过 4 个多月的努力，树
根边的水泥被清理，部分水泥路也被改
为泥土路，小安古樟恢复生机。

如今，林业部门已将这棵古树列入
2020年古树名木保护项目。“最让我们自
豪的是，分会还联合检察部门对好溪防洪

堤边连片古樟树开展了有效保护。”古树名
木保护分会会长项岩盛告诉记者。

项岩盛口中的古樟树群位于莲都区
的岩泉街道凉塘村，也是丽水市中心城
区唯一一片原生态古樟树群。29 棵大
樟树聚集形成一个主群落，15 棵在周边
散生矗立，最高龄的古樟已超 300 年树
龄，是国家一级古树。

早在2018年底，市级重点道路工程建
设将凉塘樟树群划入规划红线范围内，计
划移植处理。次年 3月，道路建设全面开
工，移植项目却并未上报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审批。施工现场紧邻樟树群，而地下
水流向溪边不能排出，正好积涝在古樟群
地下。由于樟树根有忌湿特性，部分樟树
遭受破坏，亮起了“红灯”。“树群保护刻不
容缓”，当地爱树护树的公益人士和组织向
市人民检察院发去公益诉讼举报。

2019年 4月，莲都区人民检察院向丽
水市住建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
法履职，加强古树移植审批和后续保护工
作，同时向市政府通报案情。同年7月，丽
水市政府最终确定樟树群全部原址保留，
道路做线型调整，樟树群所在地近 2.72万
平方米土地性质变更为绿化用地，道路建
设还将为此多支出2000余万元。

此后，莲都区明确城市建设用地内

古树名木统一由住建部门监管，上图挂
牌公布，要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土地
出让前，先征求住建部门意见并在规划设
计条件上注明古树名木位置及保护措
施。城市建设先过“树评”关制度就此形
成。

“莲都开展的护树活动，筑牢了古樟
树群‘防护线’，其实也是丽水市政府部
门和群众着力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识的缩影。”丽水市绿色环
保协会秘书长黄晶晶介绍。

记者了解到，丽水市政府将以凉塘
樟树群为核心，打造一个香樟公园，城
市建设将从以往的“伐木开道”，变为打
造“树绕城”城市景观。凉塘村也将在
城市变迁中守住了生态、历史、文化的
根基。

多年来，丽水坚持“政府主导、公众
参与、惠益共享”的原则，坚决守住生态
底线，将全市 75.67%的国土面积规划为
生态优先保护空间。目前，百山祖国家
公园正在创建中。

“丽水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
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自然保护地
网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深
入人心，人人争做生物多样性的守护者。”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城市建设要过“树评”关
丽水保护古树名木守住历史根基

◆本报通讯员董浩叶浩博 见习记者王雯

近日，一则由猫盟 CFCA 推送的文章《你
相信吗？北京斑羚就快要进城了！》引发众人
关注。文章透露 ，在 北 京 昌 平 城 区 开 车 只
有 十 分 钟 路 程 的 一 处 村 子 后 的 山 坡 上 ，竟
然 出 现 了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中型有蹄类
物种——斑羚活动的身影。

一时间，文章在朋友圈迅速发酵传播。
人们在惊讶“斑羚现身城市近郊”的同时，亦
感到十分振奋。不少人甚至期待，未来某天，

“带豹回家”也未尝不能够成为现实。
为何斑羚的现身会引发如此关注？斑羚

现 身 的 背 后 ，又 隐 藏 着 哪 些 值 得 探 究 的 内
容？记者采访了斑羚现身所处地十三陵林
场管理处、科学调查方猫盟 CFCA 等有关人
士，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斑羚现身京郊斑羚现身京郊
将意味什么将意味什么？？

◆本报记者王琳琳

本报讯 上海市人民政府日
前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中提出，到 2021 年底，全面
建立市、区、乡镇（街道）林长制责
任体系，力争到 2025 年，形成责
任明确、协调有序、体系完善、监
管严格、运行高效的林业绿化资
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

据了解，《实施意见》明确工
作目标，力争到 2025 年全市建成
各类公园 1000 座以上，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到 9.5 平方米以上；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19.5％ 以 上 。 到
2035 年，上海的生态空间更加稳
定，生态布局趋于合理，生态功能
显著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全面建立；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到 13 平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
达到 23％左右，湿地面积和湿地
保护率保持稳定。

此外，上海将建立以党政领
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以及
市、区和乡镇（街道）三级林长体
系。《实施意见》明确，市级林长由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市、

区和乡镇（街道）分别设立林长制
办公室，明确办公室和各成员单
位职责；各级林长制办公室承担
林长制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制
定配套制度、管理办法及年度工
作计划。

对于林长的具体工作任务，
《实施意见》分条细化。同时还明
确市、区总林长检查督导每年不
少于 1 次，市、区副总林长检查督
导 每 半 年 不 少 于 1 次 ；乡 镇（街
道）林长检查督导每季度不少于
1 次，乡镇（街道）副林长检查督
导每月不少于 1 次。建立日常巡
查制度，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平台，将网格化巡查与专业巡
查相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

“十四五”时期，上海将系统
推进生态城市体系建设。重点完
成 5 项任务：全面推进公园城市
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森林城市体
系建设，扎实推进湿地城市体系
建设，持续加强生态资源保护监
管 ，大 力 推 动 生 态 资 源 共 享 共
建。

丁波 王晨羽 蔡新华

美丽共建

本报讯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
区近日入选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近年来，武侯区以
公园城市示范城区建设为统领，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提高，连续两年荣获

“成都市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目标
考核先进单位”。

据了解，武侯区探索生态环
境导向的经济开发模式，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
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发挥政府和
企业各自优势，促进资源和资本
结合，实现企业投资改善环境、环

境改善提升资源价值、资源溢价
反哺环境建设的良性循环，打通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生态
价值转化路径。

武 侯 区 突 出 绿 色 产 业 发 展
特 色 ，以 产 业 功 能 区 建 设 为 载
体，聚焦细分领域、突出特质塑
造 ，加 快 培 育 产 业 比 较 竞 争 优
势，创新业态促进产业高质量发
展，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加快都
市工业转型发展。在推动城市
有机更新的同时提升改善城乡
区域环境面貌。

李朝远

明确督导频次，实行清单化管理

上海由“林长制”到“林长治”

成都武侯区入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全面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共建和谐家园

山东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提升生态保护水平

让梅花鹿重现野外，原生河蟹重现河道
◆本报记者周雁凌 王文硕

11 月，各地陆续进入降
雪季节，位于北京市密云区
古北口镇的司马台长城白雪
皑皑，银装素裹，壮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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