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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地

的生态优势，促进自然保护

地融合发展，也是这次的一

大探索。

《意见》明确，要创新

融合发展机制，结合全省

大花园建设，充分利用自

然保护地的生态优势，构

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

产品体系，推进资源转化，

发展生态经济，打造生态

休闲、科普宣教、自然体验

的首善之区。推进“十大

名山公园”“十大海岛公

园”建设，大力推进镇（村）

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打

造智慧自然公园，创新自

然保护地生态价值实现机

制，多方位促进自然保护

地的融合发展。

此外，《意见》还要求

探索全民共治共享机制，

积极探索建立保障自然保

护地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

工作机制，鼓励村（社区）

参与自然保护地经营管

理，鼓励自然保护地村（社

区）及居民参与生态公益

管理和自然保护地特许经

营项目建设。同时，建立

志愿者服务激励机制，健

全自然保护地社会捐赠制

度，激励企业、社会组织和

个人参与自然保护地保

护、建设与发展。

许雅文 林萱

打造名山名岛建设首善之区
探索全民共治共享

按照中央“把所有天

然林都保护起来”的要求，

近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天然林保护修复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

立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体

系，持续加强336万公顷

天然林资源的有效管护，

全面禁止107万公顷天然

商品林商业性采伐。

针对我省森林质量不

高、松材线虫病危害严重

等实际情况，《意见》明确

了切实加强天然林生态保

护、科学实施天然林生态

修复、建立健全天然林保

护修复责任体系三方面共

14项重点工作任务。同

时，在推进天然林绿色发

展、加强天然林管护能力

建设、开展天然中幼林抚育、推进天然林大径

材培育、加强天然林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开

展天然林保护修复监测评价、逐步统一天然林

管护与公益林补偿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

求。

《意见》突出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要求在

坚持全面保护天然林的基础上，切实保障林权

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允许科学适度推进天然林

综合利用，不断拓展“两山”转化通道，积极促

进乡村振兴；突出保育并举的工作举措，提出

实施退化天然林生态修复、推进大径材培育、

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控等生态修复措施；突出政

府主导的责任体系，提出地方各级政府承担天

然林保护修复的主体责任，要求将天然林保护

和修复目标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照

目标、任务、资金、责任“四到位”的要求认真组

织实施；突出统筹协调的支持保障，强调要加

强天然林保护修复机构队伍建设，实行天然林

保护与公益林管理并轨，加快编制全省天然林

保护修复规划和市县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天然

林保护修复有关技术规程，积极引导全社会参

与天然林保护修复等支持保障措施。

《意见》还提出了到2025年、2035年的天

然林保护修复分阶段目标任务。到2025年，

天然乔木林面积保有量达到300万公顷左右，

天然乔木林蓄积量达到2.4亿立方米左右，重

点区域天然林全部实现与公益林管理并轨，天

然林生态系统逐步修复，进一步完善天然林保

护修复制度体系。到2035年，全省天然林保

有量保持稳定，天然林质量显著提升，天然林

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生物多样性得到科学

保护，生态承载力显著提高。 林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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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护机制 打造首善之区
——浙江省《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解读

自然保护地，是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也是人类的家园。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这是践行“两山”理念的又一

生动实践，旨在明确管控分区，创新管理机制，进一步打通“两

山”转化通道，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浙

江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走在前列。

从5块牌子到1块牌子
理清建设和监管权责

浙江生态系统多样，一

直高度重视自然保护地建

设。目前，全省已建立自然

保护地302处，正在开展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一处，在保

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维护生态安全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虽然我省自然

保护地建设成效明显，但是

受原体制机制的局限，自然

保护地还存在划定不科学、

交叉重叠、多头管理、权责

不清、保护与开发矛盾难以

协调等问题。为此，去年开

展了自然保护地大调查，一

些问题得到系统归纳。如

我省有些名山挂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5

块牌子，“叠罗汉”现象突

出。管理机构不到位，权责

不清晰，就会影响自然保护

地的建设和监管。

根据国家分类分级标

准，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

三大类。这次发布《意见》，

重点就是要建立起新的管

理机构、新的分类体系、新

的分区模式，实现自然保护

地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

类保护、分区管控。

今后，一个保护地只保

留一块牌子，只有一套机

构，重叠的地方要划分清

楚。为此，《意见》明确要

求，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将交叉重叠或在同一自

然地理单元内相邻（相连）

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

一个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

地跨地区的，将打破行政区

划界限进行整合；一个自然

保护地有2个以上相互独

立且地理位置相距较远、整

体管理难度较大的区域，按

自然地理单元设立2个或

多个自然保护地。

1/5国土空间纳入保护体系
自然公园实行两区分级管控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意

味着占我国近五分之一总

面积的国土空间要纳入自

然保护地体系。专家指出，

这样的规模和影响力，将在

生态保护领域产生深远的

影响。

那么，浙江要划定的自

然保护地面积有多大？《意

见》指出，到2035年，自然

保护地陆域部分占浙江陆

域国土面积的10%以上，海

域部分占管辖海域面积的

10%以上。

自然保护地不仅有陆

域，也有海域，这是浙江的

一项创新。浙江陆域面积

较小，人口密度大，不能单

纯追求陆域自然保护地，要

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模大

的客观条件。

有人担心，自然保护地

是不是“无人区”，让浙江原

本就稀缺的土地资源更加

稀缺，会不会挤占发展空

间？浙江此次出台的《意

见》在分区设置上特别考量

了这一点，这也是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一项突破。《意见》

明确，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保护区内原则上

禁止人为活动，区内原住居

民实施有序搬迁；一般控制

区内限制人为活动，严格控

制一般控制区及自然公园

内原住居民建房活动，确需

建房的，需征求自然保护地

管理机构意见并取得相关

批准手续，不得扩大建设规

模。

此外，浙江还创新了自

然公园的两区管控。中央

明确，自然公园只设一般控

制区，浙江将自然公园分为

两区管控，在严格管控区

内，禁止建设与保护无关的

项目；合理利用区则可以在

不超过生态承载力的前提

下，开展生态养殖、林下经

济、生态休闲、科普宣教、自

然体验、森林康养等活动。

实施自然保护地负面清单制度
建立占补平衡机制

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

制度，是浙江高水平推进省

域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以往，个别自然保护地

存在违法占用、开采、开发

和建设等行为。这其中的

客观原因是，自然保护地范

围还没有全部矢量化，很多

没有勘界立标。根据《意

见》要求，到2020年，浙江

制定自然保护地负面清单，

到2025年，完成所有自然

保护地勘界立标、整合优

化。

同时，浙江还将建立自

然保护地占补平衡机制。

《意见》明确，开发性、生产

性建设活动原则上不得随

意占用自然保护地，符合县

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

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

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等

项目确须占用自然保护地

的，应按规定报批，并由市

县按同质、等面积的要求补

足。

“保护得越好，回馈越

大。”《意见》提出，要健全生

态补偿机制，按照“谁保护、

谁受益，谁贡献大、谁得益

多”的原则，进一步加大生态

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

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完善

自然保护地公益林生态补

偿机制，探索建立自然保护

地湿地、海洋生态补偿机

制，适当提高自然保护地公

益林等补偿标准，持续完善

自然保护地移民搬迁补偿

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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