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初的江西，时常天阴云暗、雨
水淅沥，而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却从不辜
负来客。青岚缭绕的山间，几株艳丽的
樱桃树花满枝丫，密密麻麻的绿叶下，
传来阵阵鸟雀细语。如此好的环境不开
发，连电线杆子都看不到，只为给大自
然“留白”。

珍稀物种的家园

《经济日报》 记者随同武夷山自然保
护区巡山人员进入深山。忽听几声鸣
叫，一只棕褐色的大鸟轻快地跃入眼
帘，先是左顾右盼地警戒一番，而后不
紧不慢地踱步、啄食，完全无视仅 5 米
之外的我们。又梳羽展翅，一跃飞进林
中，格外自在潇洒。

“今天真走运，看到了黄腹角雉。”
巡山员高兴地说，“这可是全球濒危动
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号称‘鸟
中熊猫’。”这种鸟只有中国有，全国只
有约 4000 只，经常巡山的工作人员都
不一定能碰到。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曾经称赞
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腹
角雉乐园’，因为这里黄腹角雉野外种
群数量估计在 500 至 600 只，是目前已
知黄腹角雉分布最多的区域。”江西武
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程
松林说。

从 19 世纪开始，国内外动植物学家
开始在武夷山区进行考察和标本采集。
这里不但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
地区之一，也是很多新物种的模式标本
产地。“保护区地处武夷山脉北段西坡，
主峰黄岗山海拔 2160.8 米，为我国东南
10 省 （区、市） 最高峰。山体高差较
大，造成水热条件差异大，因此物种丰
富，垂直带谱典型发育。”程松林说。

目前，保护区内记录的野生脊椎动
物 514 种，已查明的昆虫 1337 种、高等
植物 2829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脊椎动物 61 种，国家重点保护的昆虫
2 种，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濒危植
物名录的高等植物 21 种。因此，江西武
夷山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昆虫世界、鸟
的天堂”和“物种基因库”。

“在环北半球亚热带，多数地方是大
面积沙漠或半沙漠，生物多样性极其贫
乏，而在我国亚热带区域却呈现出一派
生机。像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拥有如此丰富的物种资源，是大自然赐
予我们的珍贵礼物，需要好好保护。”程
松林说。

一草一木不容打扰

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江
西省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一，却集中了全
省 50%以上的高等植物物种基因和 60%
以上脊椎动物物种基因。1981 年，江西
省首先在这里成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2 年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保护区是生态敏感区，一般游
客严禁进入，进山入口均设置了关卡，
只有保护区的车辆和巡山人员才能进
入。检查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一
年四季、每天 24 小时都有人值班守护，

不值班的人员也是 24 小时待岗，重点路
段还安装了摄像头监控，以免出现森林
火情等危急状况。

这里的一草一木不容打扰，一山一
水不能干预，自然保护区成为与世隔绝
的世外桃源。但偏有许多好事的驴友想
方设法避开关卡和检查，从荒山野地摸
着小路上山。曾经有驴友因为受伤或迷
路被困山上；还有驴友在山上生火野
炊，给保护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我们
喜欢下雨天，一是驴友不会下雨天出
来，二是下雨天有利于森林防火。”程松
林说。但天晴时，特别是假期，巡山者
就要与驴友斗智斗勇。“为避开检查，驴
友都在半夜上山，因此凌晨两三点，巡
山人员就要起来，到驴友经常出没的路
线蹲点检查。”程松林说。

武夷山在精心保护下多年来没有发
生过森林火灾，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带给人们诸多惊喜。“这些年，武
夷山有了许多重要的新发现。”程松林
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黒麂自 1981 至
2011 年 的 30 年 内 没 有 新 的 分 布 区 报
道，分布地却处于萎缩状态；2011 年科
研工作者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
线拍摄到黒麂的自然状态照片，成为
该物种的重大喜讯；古老的树种南方
铁 杉 在 绝 大 多 数 地 方 都 呈 分 散 分 布 ，
但在保护区却发现 400 公顷的成片原
始林，而且长势良好，仿佛恢复了古
老的活力；2012 年，国内学者发现了
一 个 蛙 类 新 物 种 ， 命 名 为 黄 岗 臭 蛙 。
这些新发现只有在原生态保护比较好的
地方才会出现。

保护物种同时也是保护人类的未
来。程松林告诉记者，许多药物都是从
动植物身上提取出来的。“比如从国家一
级保护树种红豆杉树皮里提取的紫杉
醇，是治疗癌症的重要原料；草珊瑚含
片也是从植物中提取加工而成。”

看得见的生态效益

提起武夷山，人们往往更了解福建
那个开发成公园的旅游景区。那里每年
有一笔不菲的门票收入。同样的自然风
光，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略
显冷清和原始，这里不但没有旅游收

入，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
“以前也有村民偷偷伐木，不愿意配

合保护。特别是保护区内的原住民，以
砍竹笋、卖茶叶为生，刚开始他们总觉
得保护区拿框框限制他们发展。”江西武
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郭英
荣说。现在，随着保护区生态效益越来
越明显，村民们渐渐改变了看法，不但
开始主动保护，发现别人的破坏行为还
会予以制止并上报。

“以前大家总以为保护和发展是矛盾
的，现在大家明白了两者是一致的，保
护才能更好地发展。”郭英荣说。

保护区所属地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
镇西坑村村民以种茶为生。他们的茶园
一部分被划归到保护区的实验区，另一
部分在保护区外。在良好的生态环境
中，西坑村村民不用为茶叶除虫施肥，
鸟儿就是最好的除虫剂，落叶就是最好
的基肥，这里的茶用清水一泡，汤色明
亮，口感醇正，散发着幽幽清香。

西坑村村民姜维平承包了 2000 多
亩茶园，成立了黄岗山有机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保护区刚成立的时候，这里的
茶叶还是 6 块钱一斤，采茶叶的人工费

只有每斤 7 毛钱，许多人宁愿去砍毛
竹。后来保护区建起来了，人们逐渐认
可了茶叶的品质，这里的茶叶闯出了市
场，鲜叶价格涨到 600 元一斤，人工费
用也涨到了每斤 6 块钱，带动了整个铅
山县的茶叶产业发展。”姜维平说。如今
他的公司的茶叶走起了高端路线，铅山
县成为江西省五大采茶区集群之一。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效益，除此之
外，绿色发展还带来了许多看不见的效
益。郭英荣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水
为例，有些地方 1 吨水只能当半吨用，
而保护区的 1 吨水却相当于“4 吨水”：
第一吨是健康之水，保护区涵养了水
源，水质清澈，属一类水质，只要过滤
掉枯叶就可直接饮用；第二吨水是安全
之水，密密麻麻的植被盘根错节，相当
于一个巨大的防洪网、防风墙，保护着
人们的安全——2012 年台风苏拉来临
时，保护区外遭受了很大损失，而区内
原住民却安然无恙；第三吨水是文化之
水，村民邻里以水为纽带相亲相近，传
承亲水近水的文化；第四吨水是生态之
水，有了水，就有了生物连续性，生态
系统就能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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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水十条”） 出台以来，市场普遍予以好

评。环保业人士认为，“水十条”为我国

各级政府开展水治理提供了总纲，为行

业带来约 2 万亿元的投资机会，也为民间

资本进入环保产业、政府开展 PPP 模式

等提供了实践平台。应该说，这些看法

主要立足于环境治理和产业投资角度。

若换个视角，可以发现“水十条”另一

亮点，是体现出政府当前在公共政策制

定和社会治理中，更加突出科学、法治

和社会共治等理念，值得在其他领域立

规过程中借鉴。

与过去一些行业的行动计划不同，

“水十条”在每一项具体政策之后，都明

确了需牵头负责部门和参与配合部门。

与此前出台的“大气十条”等相比，这

是明显的变化和进步。由于各部门承担

的职责更加明确清晰，若届时发生任务

没能完成的情况，相关部门也就无法相

互推诿。这有利于在多部门协同治理的

同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职能交叉，并

在后期落实考核问责。

责任分工明晰必然要求目标考核量

化。“水十条”给外界留下的一个鲜明

印象，是其中充满大 量 数 据 ： 比 如 要

求 某 项 任 务 在 什 么 时 间 完 成 ， 哪 些 指

标 要 提 高 或 减 少 的 百 分 比 ， 等 等 。 实

质 上 ， 这 是 将 各 项 任 务 向 社 会 作 出 公

开 承 诺 ， 既 有 利 于 各 部 门 严 格 落 实 ，

又能调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

“坚持法治思维”在“水十条”中

得到充分体现。长期以来，我国在包括

水治理在内的环境治理过程中，大量依

靠行政处罚命令，并且存在执法不严、

执法标准不统一、选择性执法等弊病。

根 本 原 因 是 依 法 治 理 的 要 求 落 实 还 不

够。此次行动计划在许多措施中都明确

了“依法”前提，并特别将“严格环境

执法监管”列为第六大部分，是对“依

法治国”方略的落实，有助于提升我国

环 境 治 理 水 平 ， 推 动 现 代 法 治 政 府

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则是“水十

条”又一鲜明特色。无论是要求理顺价格

税费、促进多元融资，还是提出建立激励

机制、鼓励第三方参与，都表明政府希望

在行动实施中尽可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水

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这

有助于摆脱政府在行业治理中“封闭式循

环”的怪圈，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在改善水环境质量的同时，助推环保

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水十条”坚持的“责任明晰、目标量

化、依法行政、多方参与”等政策理念，需

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期待“水十条”

为建设“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

的美丽中国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政府提升

经济社会治理能力的有益实践。

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给 大 自 然“ 留 白 ”
本报记者 杜 芳

长期以来，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工作

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管理体制机

制仿佛还在原地踏步。“对内讲奉献，

对外靠教育”的方式方法显然已经不足

以支撑保护区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如何

让保护区管理紧跟“新常态”，急需

破题。

首先，要让生态保护工作更有力

度，需尽快尽早将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

轨道。这是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大力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之必须。

从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上看，《自

然保护区条例》 和 《森林和野生动物类

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之间存在不一

致之处，致使实施中出现无所适从的情

况。且两部行政法规操作性较宽泛，对

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三

区”规定不够细化，对保护管理机构

的职责规定不明确，很容易造成多头

管理或者相互推诿。地方急需为保护

区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让具体的保

护工作有法可依。实现依法管理，依

法保护。

其次，要让保护区工作更有力度，

需在管理上下硬功夫。保护工作需要有

责任意识、奉献精神以及完善的制度保

障，让当前困扰保护区职工的“小孩子

读书难、年轻人找对象难、老年人看病

难”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依法保护 有效管理

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岚缭绕，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水十条”体现治理新思维
张 伟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作为国家能源重化工
基地和老工业城市，山西省太原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构偏重，东、西、北部三面环山，地理位置不利于大
气污染物扩散，一度被列为全国环境污染最重城市之
一。为摘掉重污染帽子，该市自 2012 年起狠抓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在淘汰落后产能、“城中村”改造、
取缔燃煤锅炉等方面下大力气，经过 3 年努力，脱离
了污染最重的 10个城市的排名。

数据显示，2012 年太原市环境质量改善幅度全
省排名第一。2013 年市区优良天数为 162 天，比京
津冀 13 个地级城市平均水平高 6.9 个百分点。2014
年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197 天 ， 同 比 增 加 35 天 ，
PM10、 PM2.5、 SO2、 NO2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138、
72、 73、 36 微 克/立 方 米 ，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2.1% 、
8.8%、11.1%、16.3%，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太原何以摘掉重污染帽子？源自 3 个方面卓有成
效的行动。其一，齐抓共管，构建联动机制。建立省
级层面协调机制，成立全面改善省城环境质量指导协
调小组，省长任组长。环保、住建、城管、发改等相
关部门和各城区政府，分别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制订
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工作标准、完成时限。

其二，多措并举，推进空气质量改善。为彻底
解决工业污染的历史顽疾，太原市通过鼓励企业搬
迁后土地自主开发，土地出让金基本全额返还企业
用于转型等措施，支持企业关停搬迁，关停污染企
业 294 家。2012 年至 2014 年，全市投入 386 亿元用
于清洁生产供热、气化太原和污染企业治理，其
中，省、市政府投入 20 亿元，带动社会和企业投资
366 亿元。

截至 2014 年年底，投资 165 亿元用于热源和管
网建设，替代拆除燃煤锅炉 1566 台；对 27 个“城中
村”实施集中供热，完成 24 个“城边村”燃气改
造，累计拆除锅炉 5.95 万台。全市两个钢铁联合企
业全部完成烧结机脱硫设施建设，全面开展火电行业
除尘、脱硫改造和脱硝设施建设，对电力、钢铁、焦
化、水泥等重污染行业实施 24 小时驻厂监察。淘汰
黄标车及老旧车 20.3 万辆。拆除燃煤设施 3400 余
个，228 个建筑工地签订扬尘控制协议，出台秸秆还
田补贴优惠政策，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8%。

其三，完善考核机制，严格执法。把改善空气质
量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全市年度考核体系，落实一
票否决制。成立督查组专项督查，实施定期排名公布
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制订问责办法，实施提醒谈话、
定期约谈、严格问责 3 项制度，督促各项工作加速推
进，加强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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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湿地鹭鸟翩跹

4 月 25 日，鹭鸟在江苏省泗洪县洪泽湖湿地观鸟

园的枝头上嬉戏。目前，栖息在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

洪泽湖湿地观鸟园的鹭鸟进入繁殖期，园内随处可见

鹭鸟飞翔、嬉戏、筑巢、觅食的美丽身姿。

周海军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