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是世界上生
物多樣性最豐

富的國家之一，也是生物
多樣性受到最嚴重威脅的
國家之一。」國務院副總
理李克強在今年年中中國
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

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要推進自然保護區、生
物遺傳資源庫等重大工程建設，「對重要生態
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應劃定
生態紅線，禁止與保護無關的開發活動。」
內地自然保護區已亮起警號，引起中央的高

度重視。劃定生態紅線，減少大規模開發，實
行休養生息政策，提高生態補償比例，摸清自
然保護區「家底」，強化監督檢查⋯⋯一系列
新舉措正在制定和實施，以期遏制生態系統不
斷退化的趨勢，保障國家和區域的生態安全。

圈出要區 嚴禁開發
環保部副部長李干傑（小圖）近期在出席

「2012年全國自然生態保護工作會
議」時指出，環保部今年將啟
動生態紅線的劃定工作，圈
出重要生態功能區、陸
地和海洋生態環境敏
感區和脆弱區，對各
類主體功能區分別
制定相應的環境標
準和環境政策，
以更有效的方
式保護生態。
「生態紅線」

劃定的區域將
被限制開發，
執行生態修養生息
的政策。劃定生態紅線就是為減少大規模、高
強度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開發，在重點生態功能
區，提高城鎮化、工業化和資源開發的准入門
檻，以遏制生態系統不斷退化的趨勢，保持並
提高生態產品供給能力，使重點生態功能區生
態惡化趨勢盡早得到遏制，主要生態功能區盡
早得到恢復和改善，從而保障國家和區域的生
態安全。

摸清家底 加強保護
同時提高生態補償比例。國家有關部門將加

大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
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用於生態環境保護比
例。給予相應財稅補償和支持，注重做好生物
多樣性豐富地區扶貧開發和改善民生工作，使
群眾和地方不因保護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在
經濟上受損，而要公平分享保護帶來的好處。
此外，環保部生態司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本報

專訪時表示，今年將完成全國335處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人類活動的遙感監測任務，為監督檢
查提供依據，並對存在問題的保護區提出處理
意見。環保部等7部委實施的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管理評估工作將於明年結束。同時，為徹底
查清中國自然保護區的家底，環保部開展的另
一項針對內地自然保護區的基礎調查與評價項
目，目前也已完成16個省、1500多個自然保護
區的調查和評價工作。該負責人表示，未來將
以此為基礎，採取相應措施加強對自然保護區
生態的保護力度。

雨果曾說：「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

同時也是冷酷的屠夫。」誰來保護自然

保護區？誰將接受大自然的懲罰？隨

記者採訪的深入，這個問題不斷撞擊

理性的神經，倒逼 現實的迫切答案。

自然保護區面臨的困境，並非單一因素

所致。只有中央的高度重視，立法制度

的強化完善，地方的嚴格執行，民間力

量的積極參與，國際經驗的借鑒，同舟

共濟多管齊下，內地自然保護區才能成

功突圍，走出長治久安之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　帆、趙一存、劉坤領 北京報道

當前自然保護區的亂象叢
生，一定程度上歸咎於法規失範和
執法不嚴。目前唯一的綜合性專門
法規嚴重滯後於形勢變化和現實要
求。有關專家認為，內地自然保護

區能否突破困局，當務之急是出台更
具法律權威和效力的《自然保護區
法》，同時強化自然保護區執法、監管
和問責機制。
國家林業局高級工程師沈孝輝援引
媒體報道稱，2005年長江上游魚
類保護區調整後，國務院領導人
有過批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調

整、更名一定要慎重，這次調整後就
不要再動了。結果僅僅4年之後，再
次調整獲得通過。近10年來神農架混
亂無序開發小水電，曾任湖北省委第
一書記的陳丕顯曾講：「湖北保不住
一個神農架是犯罪。」自上而下的領導

批示和講話也許能解保護區的一時之
困，但保障不了它的長治久安。

現有條例 效力不足
令人不解的是，覆蓋14.9%國土的自

然保護區竟然沒有一部法律予以保
障。儘管國務院於1994年制訂了《自然
保護區條例》，但作為行政法規，效力
階位低，缺乏法律的強制性，在執法
實踐中暴露出諸多問題，已經不能適
應當前形勢和自然保護事業的要求。
今年「兩會」期間，《自然遺產保

護法（草案稿）》引起社會熱議。從
《自然保護區法》到《自然遺產保護
法》，環保界呼籲了十年，也等待了十
年。中科院動物專家、國家野生動物
學會中國項目主任解炎認為，「草案
稿未將管理權和監督權分開，不合時
宜的地方更多。」

因此，一部與時俱進、具有更高法
律效力的《自然保護區法》亟待出台，
以規範政府和企業行為，杜絕不符合保
護區功能定位的一切開發利用活動，嚴
格禁止將保護區調整為「開發區」，將
經濟開發項目和內容徹底剝離出去。

行問責制 明確責任
當前，在新的立法工作取得實質性

進展之前，強化現有法規的執行力是
現實的選擇。國家環保部華北環境保
護督查中心副主任宋剛不久前撰文指
出，需要強化國家執法，對違法行為
較多、違規開發和破壞較嚴重的自然
保護區應及時向當地政府提前預警，
限期整改，並採取後督察等方式監
督。同時，明確各級地方政府的責
任，對侵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各級
地方政府及個人嚴肅追究責任。

在內地自然保護區的「保衛戰」中，有這樣一支生力
軍：他們沒有官方賦予的權力資源，卻有服務環保的滿
腔熱情；他們缺乏遏阻地方開發的經濟實力，卻是「反
生態」行徑的公共警報器；他們常常被地方誤解錯判為
「極端分子」、「異己分子」，而他們實際上是政府環保正
規部隊的民間盟軍。他們就是為自然保護區奔走呼號的
環保志願者。

呼籲救救斑海豹
2011年3月，在得知濱海公路將穿越遼寧雙台河口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斑海豹棲息地的消息後，「盤錦保護斑
海豹志願者協會」在微博上發出了「救救斑海豹」的呼
籲，引起公眾輿論對斑海豹命運的廣泛關注，並得到盤
錦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目前，該志願者協會與官方的協
商仍在繼續。該協會會長田繼光表示，希望上移濱海公
路在斑海豹棲息地的路段，遠離斑海豹的棲息地。

環保天使守護大地
國家林業局高級工程師沈孝輝是最早加入民間環保組

織的公務員，大半生奉獻給自然保護事業的研究者，在
為環保事業鼓與呼的過程中常被質疑，受排斥，但始終
不計較個人榮辱得失。記者拜訪時，他剛剛從病床上下
來，胃病的折磨讓他一度無法說話，但得知記者的來意
後，他忍受 病痛折磨，接受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專訪。
環保志願者任增穎，她關注被稱為「鳥類天堂」的黃

河三角洲濕地，因為目睹了開發對保護區帶來的破壞，
她漸漸變為捍衛濕地的民間志願者。這些年，為了保護
黃河三角洲濕地，她不斷發表動態文字和照片，舉辦
「臨瀾環保公社」，引發大家對保護區的關注。在這個過
程中，任增穎也備受來自各方的誤解和壓力，但她未曾
動搖，在她看來，「濕地保護區是我們無法再生的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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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設立長江上游自然保護區珍稀特有魚類馴養救護中心，

對受傷、擱淺、誤捕、罰沒的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進行救

治、暫養、馴養和放流。 資料圖片

■近年來，湖北省神農架林區金絲猴種群保護見成

效。 資料圖片

■為保護斑海豹棲息地，盤錦斑海豹協會正在

與當地政府商議，希望擬建的濱海公路遠離棲

息地。 內地知名生態攝影師徐建攝

自然保護區是內地保護生物資源的主戰場，在
與反生態勢力的博弈和交鋒中，中國環保力量的
鬥爭經驗和手段還不夠豐富，有待磨練和提升。
國際上擁有更長保護地建設史和旅遊開發史的國
家，有很多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尊重原住民生存
坦桑尼亞恩戈羅恩戈羅自然保護區沒有任何人

工建設和設施，卻保留了馬賽人的古樸村落。遊客及其
乘坐的車輛在晚上六時前必須離開，但卻允許2.5萬至4
萬馬賽人在區內遊牧。
沈孝輝說：「這些居民自古以來在當地生存，與當地

環境相協調，已經融入進大自然，並成為風景的一個有
機組成部分，他們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他指出，
動輒讓原住居民搬出保護地，讓他們在當地的經濟開發
和環境保護中被邊緣化，這其實是一種失敗的模式。

保留或建生態路
此外，不少國家的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會保留或

只建築生態路，即簡易的土路或砂石路。這兩種道路透
水、透氣，與獸道接近，故而不會影響野生動物的活動
和遷徙，道路及兩邊的樹叢也能為鳥類和小型動物提供
活動的異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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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珍稀水生動物白豚、白鱘、中華

鱘、江豚、胭脂魚瀕臨絕種，保護母親

河全國人人有責，任重道遠。圖為長江

三峽庫區湖北巴東縣境內巫峽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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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珍稀水生動物白豚、白鱘、中華

鱘、江豚、胭脂魚瀕臨絕種，保護母親

河全國人人有責，任重道遠。圖為長江

三峽庫區湖北巴東縣境內巫峽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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