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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自然保护地是生
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生态安全中
居首要地位。自1956年建立广东鼎湖
山自然保护区开始，经过60多年的不
懈努力，我国的自然保护事业快速发
展，取得显著成绩。目前我国各类自然
保护地已达 1.18 万处，占国土面积
18%以上，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重要的
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资源，使我国
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和大部分生物多样性
得到有效保护。

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
当时“抢救式”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其问题越来越凸显。如何
突破困境，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事业朝着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方
向发展，成为亟须思考的关键问题。9
月6日-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
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率队赴内蒙古自
治区，就“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社
会治理创新实践”开展党外委员专题视
察，在深刻感受到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
及呼伦贝尔市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中社会治理创新取得的成效的同时，针
对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
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促进我国
自然保护体系建设更为高效。

■创造停得下的“美丽经济”

秋风穿过森林，掀起阵阵松涛，莽莽
林海已经染上秋色，白桦树和小叶杨树的
黄色树叶以及绽开在树梢上那些红色花
卉，点缀在绿色的林海中格外显眼……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
河源国家湿地公园。视察团到达时，正
赶上下雨。细雨蒙蒙之中，美丽的湿地
公园透出几分羞涩，别有一番风光。

“这是我国面积最大、生态环境保
护最完善的湿地，具有森林、沼泽、河
流、湖泊等多种生态系统，也是我国目
前保持原生状态最完好、最典型的寒温
带湿地生态系统。”根河源国家湿地公
园负责人王铁钢告诉视察团，近6万公
顷的根河湿地存在于冻土之上，这是中
国极少见的地质现象。因此，这里也被
誉为“中国冷极湿地天然博物馆”和

“中国环境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唯一的‘污染’是松香，唯一的

‘噪音’是鸟鸣。长期生活在大都市，
来到这里深深呼吸着天然氧吧的负离
子，身心一下放松了，所有的疲惫荡然
无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
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刘宁被美
景引得诗兴大发，脱口而出：“云开天
宇映根河，流水潺湲似蒙歌。万木高低
迎客到，多姿秋色遍山阿。”

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是当地利用生
态资源实现华丽转身的典型实例，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的有力印证。

根河是内蒙古唯一的纯林业城市，
曾有长达63年的木材采伐历史，年木
材产量历史最高记录为67万立方米。
但大规模的开发、开采和采伐，在带来
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
生态环境的历史欠账。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
失之难存。

2015年4月1日，响应国家生态环
保政策的号召，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从“依林谋
生”迈入全面保护发展新时期。

放下斧和锯，林往何处去？成为务
林人的重大考题。

“6年来，林区致力于转型发展，
真真切切创造着停得下的‘美丽经
济’。”王铁钢说，停伐后，林区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在坚持湿地保
育的前提下，展开后续所有发展工作，
努力打造中国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典
范，同时，为更好地突出湿地公园的生
态旅游价值，园内建设了大兴安岭停伐
纪念地、“根河之恋”生态纪念林等森
工文化体验区，一方面全力发展全域旅
游、四季旅游，另一方面透过宣教展示
的手法传达环境保护的观念给游客，进
而达到提升环境意识、参与环境保护的
工作。

此外，林区工人还大力加强林木产
品精深加工、特色种植、养殖和绿色苗
木等传统产业，重点培育生物质能源、
绿色有机食品加工等新兴产业，探索出
了一条适应林区发展的转型之路。

“景区年均接待游客10万余人，年
均收入400多万元，每年为林区工人提
供就业岗位200个左右。”王铁钢说，
近几年，来根河“闻松香、听鸟鸣、赏
美景”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随着旅游
产业的发展，我希望最美的地方不仅用
来观光。”对这片湿地的保护和旅游规
划，他显得信心满满。

国家公园系统的建立，进一步完善
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视察团表示，
呼伦贝尔市在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和不
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探索出了一条
具有区域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模式，实
现了呼伦贝尔地区生态建设与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国家公园发展旅游事业不仅可以
拉动区域经济、解决劳动就业，还可以
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增强群众的生态保
护意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主任沈德咏表示，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应
增加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扶持生态旅游
业的壮大与跨越式发展。同时，完善资
金保障机制，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
础上，出台针对性的地方性法规政策，
使建设区的保护和管理做到有法可依。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副
主委王光贤认为，为支持保护地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当地政府放弃了一些经济
项目的引进。因此，他建议完善自然保

护地生态补偿机制，给予当地经济发展
必要支持。“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
制，有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机
制，使湿地保护管理措施落到实处。”

“湿地公园内植被繁茂、鸟声清
脆，风景怡人，但当地信息化建设基础
薄弱，很多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
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湿地公园的影
响力，造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情
况。”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
局长贾楠表示，很多人都知道呼伦贝尔
大草原，却不知道在呼伦贝尔还有像油
画一样的国家湿地公园。另外，在湿地
公园里，没有公共广播，站下来歇脚的
时候，也看不到介绍湿地知识的文字或
图片，到此一游的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
以然。“建议当地政府大力完善信息化
建设，塑造良好的市场形象和在游客中
的美好印象，提高竞争力和影响力。”

■“驯鹿之乡”的现代生活

“猎乡生活，日作夜话，晨牧夕
归，时闻松涛阵阵，鹿鸣声声。密林深
处猎熊，撮罗子里采风，篝火边上美
餐，望火楼前奇逢……”在《敖鲁古雅
风情》一书中，敖鲁古雅迷人的森林风
光、奇特的民族风情令人心驰神往。

9月7日，视察团一行来到了敖鲁
古雅鄂温克族乡，迎面一排排北欧风格
的褐色二层小木屋，时尚优雅，环境
清新。

“敖鲁古雅”为鄂温克语“杨树林
茂盛的地方”之意。“鄂温克”在鄂温
克 语 中 意 为 “ 住 在 大 山 林 中 的 人
们”。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是我国从原
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特
殊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鄂温克
族一直过着游猎生活，直到1965年才
在敖鲁古雅定居下来。

为保护地区生态环境，2003 年
秋，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在市近郊西
乌尼气亚河畔建设31栋新居，让放下
猎枪的62户猎民从260公里外整体搬
迁到根河市郊定居。从此，鄂温克人结
束了数千年来漂泊不定的游猎生活，开
始探索通过旅游产业发展致富的新
道路。

古革军是猎民中发展旅游产业的突
出代表，他是敖鲁古雅乡（以下简称敖
乡）第一个做旅游的人。2005年，他
在政府的帮助下办起了家庭旅游。赚到
第一桶“金”后，一发不可收，又承包
了“敖鲁古雅使鹿部落”。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如今，敖鲁
古雅使鹿部落景区越做越大，古革军也
取得了十分丰厚的经济效益。2020
年，旅游接待、鹿产品和手工艺品销
售，带给他100多万元的收入。

“我这手工艺品有40多种，一年能
卖个七八万元。”在民俗馆里，49岁的
德柯丽一边用鹿皮为游客制作吉祥物
《太阳姑娘》，一边跟记者聊天。德柯丽
是鄂温克服饰制作的传人，也是内蒙古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在政府免费提供
的40平方米商场里，她与丈夫开起了
民俗馆。“2007年，我们敖鲁古雅使鹿
鄂温克的桦树皮手工艺制作，被收入到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她说。

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政府一直以来
的强有力扶持。为了帮助放下猎枪的鄂
温克族人增收致富，敖乡党委、政府秉
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力

打造以民俗文化多样性、驯鹿产业唯一
性的常态化全域旅游特色小镇。

“2006年5月，敖乡政府拿出6万
元在‘敖鲁古雅使鹿部落’建撮罗子、
搭小木桥、整理林间小径。创设项目还
有品尝鄂温克风味美食、欣赏鄂温克民
族歌舞、与猎民同跳‘篝火舞’等。”
敖乡乡长张万军表示，“现在我们就慢
慢转型到旅游产业上来，而且猎民从事
相关旅游产业的活动，对他们的增收致
富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
计，2019年全乡收入382万余元，只
景区就卖出8.5万多张门票。

视察团表示，近年来，民族乡的旅
游规划与开发已经成为一种新潮流，但
由于这种旅游开发创意的诞生时间较
短，民族乡大多数的旅游开发都还处于
开发的初级阶段，鄂温克民族乡也不例
外，由于交通和网络的快速发展，鄂温
克民族乡和外界的交流与沟通使其原有
的文化特色缺少传承，民族特色渐趋淡
薄。此外，鄂温克民族乡在旅游产品开
发过程中深度不够，提供的民俗文化旅
游产品相对比较单一，主要以观光产品
为主，体验型产品缺乏。

民族乡旅游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地方
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地区居民的生活
质量。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社会科学
院院长张帆表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
机制尤为重要，这样既可防止民俗文化
被庸俗化或商品化，又能促进当地文
化、经济及社会诸方面的有利影响，使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他建议，
整合民族乡内所有的文化旅游资源，将
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打造民族乡
文化品牌，注重旅游资源的民族化及地
方化，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敖乡旅游资源最大的看点在于其
原生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国际部一级巡视员费薇表示，敖
乡是最后一个狩猎部落、最后一个移民
乡、亚洲唯一的驯鹿饲养基地和唯一一
个实现了多种原始文化交融的地区。这
些特点决定了敖乡旅游产品品牌应以原
生态为主旋律，着重弘扬其原始、古朴
和神秘的特点。因此，要注意对原生态
环境、项目的保护，注重对传统文化、
风情的挖掘和整理，特别是对濒临消失
灭亡资源的抢救性开发，要围绕原生态
进行品牌设计，并在产品形象的塑造、
产品的推介等方面体现并突出这一
主题。

■多措并举强化自然保护地监管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

秋高气爽的9月，天空湛蓝，白云
悠悠，行进在从额尔古纳前往海拉尔的
草原公路上，蓝与绿的巧妙搭配一望无
际，绿草茵茵，溪流潺潺，牛马成群，
牧歌悠扬……视察团成员们被窗外的美
景吸引，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作为我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呼伦贝尔拥有大草原、大森林、大
河湖、大湿地等生态景观，森林覆盖率
达52.6%，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为了守护好这如画般绿水青山，近
年来，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坚
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创建了“1+2+N”
矩阵推进模式，压实牵头单位责任，形
成生态保护链条，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
“目前，我市已建有自然保护地87

个，其中国家级 48个，自治区级 16
个，县级23个。”呼伦贝尔市副市长提
名人选黄锋表示，建立自然保护地不但
改善了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也使自然
资源种群数量得到了递增和发展，基本
形成了自然保护网络。

生态，是最大的民生。生态文明是
全社会最重要的公共利益之一，破坏生
态文明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公益诉讼的重
点打击对象。

“2018 年—2020 年，全市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共立案3447件，其中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
2264件。”呼伦贝尔市政法委副书记李
强表示，呼伦贝尔市充分发挥检察公益
诉讼的作用，妥善解决了一批多年积存
的老大难问题，1件案件入选全国检察
机关涉农检察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实务
指引，11件案件被评为全区“典型案
例”，有力保护呼伦贝尔的生态环境。

这只是呼伦贝尔全面加强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的一个体现。维护生态系统
健康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只有全社会共
同努力，各行各业责任到位，才能有效
保障生态健康：

——林草部门提出了“大小并抓、
分类保护”的管理思路，并成立了“呼
伦贝尔市湿地保护管理站”。随着保护
措施的不断深入落实，湿地保护网络已
基本形成。从地域分布上看，保护范围
由东到西，由森林到草原，基本符合全
市湿地、自然保护区规划设定的保护
计划。

——统计部门已完成公众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满意度调查、公众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参与度调查、绿色产品市场占有
率调查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等四
项工作。

——宣传部门在全媒体平台加大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宣传力度，引导
广大公众树立爱护环境、低碳生活、绿
色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形成浓厚的创
建氛围。

尽管呼伦贝尔市在自然保护地建设
过程中取得明显成效，但视察团表示，
自然保护地的社会治理方面仍面临一些
问题，包括规划范围和功能区划分不尽
合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法
律法规、规程规范缺失，资金保障不到
位等。“这些问题仍需加强研究和探索，
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为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借鉴。”

“呼伦贝尔生态公益诉讼案件中主
要是以检察机关为原告展开的，其他主
体并未实际参与到公益诉讼案件中
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表示，呼伦
贝尔的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取得了明显成
效，切实保护了环境公共利益。尽管在
具体操作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但这
些不足恰恰为今后的公益诉讼司法实践
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她建议在国家法律
的统一框架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因
地制宜优势，发挥法律的导向作用，指
引基层科学高效地开展自然保护地的各
项管理工作。

“妥善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系，尤为重要。”在全国
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看来，要想实现自然生态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国民素质。她表
示，政府部门要调动公众、公益组织和
社会团体参与生态事业的积极性，鼓励
开展自然教育和生态环保等活动，提升
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引导正确价值观
走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研究员王灿龙认为，专业性人
才缺乏、管理监测系统的不完善、移民
搬迁政策措施不到位、生态富民和绿色
发展方面路子不多等都是我国自然保护
地事业发展的瓶颈。对此，自然保护地
可与高校、研究机构、国际平台展开合
作，建立科学研究体系，储备知识人
才。同时，开展相关论坛和交流会活
动，进行思想碰撞，听取各方专家学者
建议，让占国土面积近1/5的自然生态
空间得到合理保护和发展。

委员们认为，自然保护地建设要以
生态保护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相协调为
主要原则，在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和不
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应积极借鉴国
外经验，探索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建
设模式，实现呼伦贝尔地区生态建设与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委员们表示，党外委员专题视察以
沉浸式学习、感受式思考的方式给人以
全新的学习体验，大家在“亲耳聆听、
眼见为实”中了解情况，深入思考，进
一步深化了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
认识，增强了对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和社会治理创新决策部署的政治认同、思
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视察结束
后委员们都提交了视察体会，总结学习成
果，并结合视察专题提出许多建设性意
见，报送社情民意信息3篇。

无限白云无限意无限白云无限意
——全国政协全国政协““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党外委员专题视察综述党外委员专题视察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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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湿地

云开天宇映根河，流水潺湲似蒙歌。
万木高低迎客到，多姿秋色遍山阿。

一目九岭

九岭蜿蜒到九天，瑶池仙子醉芳筵。
云中下见山河壮，白鹿林中花最妍。

白鹿观星

森罗万象在当头，银汉流云送画舟。
如此星辉如此夜，北疆此际是金秋。

林间呼雀

百啭林间谁与归，呼君一度一相依。
群山处处芳菲遍，共赏清风愿莫违。

马蹄泉

云里楼台隐玉京，耳边似响马蹄鸣。
天骄已踏征尘去，千载犹传是美名。

牧云山顶

牧云山外草青青，万里征骖且暂停。
无限白云无限意，长风低语最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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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六绝句
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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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光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副团长
沈德咏 全国政协常委、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分党组书记、主任

成 员
张 帆 全国政协常委，福

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贾 楠 全国政协常委，国

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王光贤 全国政协委员，民

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
王灿龙 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刘红宇 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
人

刘 宁 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
献研究室主任

吴 凡 全国政协委员，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费 薇 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国际部一级巡
视员

视察团成员名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

视察团在莫
尔道嘎国家森林
公园视察自然保
护地建设

视察团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视察少数民族聚居建设情况以及社区社会治
理创新实践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