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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古箐滇金丝猴保护区

或细则；西双版纳、大理、

文山、红河等州（市）颁布

或修订了有关自然保护区的

地方性法规；云南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丽江拉

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

区、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云南轿子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实现了

“一区一法”。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子世

泽介绍说，多年来，云南在

保护区建立健全巡护、监测

等各项管理制度，科学划

定功能分区，明确巡护线路和重点

区域、重点保护物种，扎实开展巡

护管理活动，有效保护了森林、草

原、湿地等各种自然资源资产。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云南对保

护区的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了

解，“十三五”期间，云南共开展

科研监测项目300余项，18处自然保

护区发现了动植物新种，40处自然

保护区发现了动植物新记录种。如

2020年首次发现珍稀濒危植物滇桐

野生种群，2020年发现云南省新记

录物种柠檬金花茶等。

破“区”之困

横断山脉中部的白马雪山，是

众多生命的家园。1983年建立起白

马雪山自然保护区（1988年升级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和周

边3公里范围内，有7万多名群众依

靠保护区的资源生活。

在建立保护区后的20年间，虽

然实行了严格的资源保护措施，但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保护目的。

“世世代代居住在白马雪山的

群众，靠山吃山，生产活动就是打

猎、砍柴、挖草药，禁令对他们来

说就是断了生路。”云南白马雪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毛

炜说。

如何解决生存和保护的矛盾？

为此，管护局于1998年开始探索

符合当地实际的“社区共管共建”

保护发展模式。保护区积极筹集

资金、组织力量，用太阳能替代烧

柴、水泥瓦替代房头板、铁丝网替

代木栅栏，制定松茸资源管理模

式，改善保护区群众的生计，引导

其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让群众参

与保护。不少社区还主动组建“护

林队”，与“雪山精灵”滇金丝猴

建立和谐共处模式。在国家2012

年、2018年自然保护区管理绩效考

评中，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分别取得云南省保护区第二名

和第一名的好成绩。白马雪山社区

共管模式成为中国生态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范例。

虽然如今的云南白马雪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已经实现从屡禁不止

的破坏到自觉自发保护的成功“逆

袭”，但云南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

作依然面临不少难题。

子世泽表示，目前，由于部分

地方建设自然保护区的意愿不强，

以及经费缺乏等原因，部分区域的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相对较低，保

护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据介绍，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内

的自然资源产权复杂，除国有林地

（土地）外，还有一定面积的集体

林地（土地），有的自然保护地还

存在着“一地多证”、管理机构无

自然资源的林地（土地）权证等问

题，直接影响到自然保护区的有效

管理。

子世泽表示，下一步云南将

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加大省级财政

投入，指导各州（市）政府统筹有

关资金，开展自然保护区规划、保

护、建设、管理、评估和监督等工

作。充分发挥全省自然保护地专家

库作用，鼓励多学科专家参与自然

保护区保护发展重大问题研究，与

国内外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加强合

作，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提供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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