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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启动创建卡拉麦里国家公园——

旱域生灵在荒野自在生长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耿丹丹

浩瀚沙海，茫茫戈壁。夏日的卡拉麦里，

太阳炙烤着大地，正午时分，热气扑面而来；放

眼望去，荒野绵延，山丘如浪，一直铺向天际。

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的这片区域，看起来一片

沉寂，走进深处就会发现，这里虽然干旱少雨，

但依然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

苍穹之下，普氏野马、蒙古野驴、鹅喉羚

等有蹄类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绿叶木

蓼、梭梭和白梭梭、针茅和沙生针茅等植物尽

情生长⋯⋯

卡拉麦里是温带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

表，为荒漠有蹄类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眼

下，这片区域正在创建卡拉麦里国家公园，自

然生态保护与管理进入了新阶段，旱域生灵将

更加自在生长。

荒野蕴藏生机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

开场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冬至节气的画面，是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中奔

跑的蒙古野驴。今年 4 月，新疆卡拉麦里国家

公园创建申请获批复，其创建区域由卡拉麦里

山自然保护区、新疆奇台硅化木—恐龙国家地

质公园以及新疆奇台硅化木国家沙漠公园等

区域构成。

谈及卡拉麦里、蒙古野驴，中科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维康十分兴奋。他

带领的团队对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内的蒙

古野驴持续开展了近 20 年的研究。“随着保护

区环境的改善，蒙古野驴的种群数量正在逐

渐 恢 复 ，卡 拉 麦 里 越 来 越 充 满 生 机 。”杨 维

康说。

除了蒙古野驴，普氏野马、鹅喉羚等野生

动物的数量也在大幅增长。记者通过摄像头

看到，艳阳下，成群的普氏野马或在觅食，或在

荒野上撒欢奔跑。“我们不干预野生动物的生

活，只是默默守护它们。”在乔木西拜野马监测

站，阿达比亚特与野马相伴了 20 年，他紧盯摄

像头，眼神中充满关爱。

在干旱的卡拉麦里，野生动物水源主要来

自地表汇集的冰雪融水和降水。“由于水源匮

乏，遇到旱天，我们会对水源地进行人工增水；

在冬季，我们会在野马经常活动的区域投放草

料。”阿达比亚特说，随着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启

动创建，卡拉麦里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系统修

复治理等工作将进一步加强，这里将更加适宜

野生动物生活、繁衍。

其实，过去由于捕猎和环境等问题，普氏野

马曾在原生地准噶尔盆地消失。2001 年，27 匹

普氏野马被放归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普氏

野马终于回归原生地。此后，又进行了多批野

外放归，普氏野马种群数量不断扩大，能够尽

情地在卡拉麦里奔跑。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

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主编孙丽认为，卡拉麦

里山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

基 因 库 ”，

是 从 事 生 态研

究 和 生 态 监 测 的

理想基地，其生态区

位和物种多样性无法替

代，具有重要的干旱区基

因 保 护 价 值 、生 态 价 值 、

科研价值，对推进新疆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重点野生动物保护名录》（2021

版），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共有野生脊椎动

物 24 目、55 科、186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13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6 种。

凝固时光印记

除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创建中的卡

拉麦里国家公园还包括新疆奇台硅化木—恐

龙国家地质公园、新疆奇台硅化木国家沙漠公

园，均位于奇台县。新疆奇台硅化木—恐龙国

家地质公园中的硅化木和恐龙化石是准噶尔

盆地和西北地区侏罗纪古生物的典型代表；新

疆奇台硅化木国家沙漠公园是以典型稀有的

硅化木群，恐龙化石和古海洋生物化石为主体

的国家地质公园。

硅化木作为树木化石，与恐龙化石都是地

质沧桑和物种演变的见证，可谓凝固时光的印

记，这也成为卡拉麦里国家公园的独特名片。

为推进国土绿化、呵护这些凝固时光的印

记，筑牢创建国家公园基础，奇台县加强了区

域生态系统修复、监测、巡护等工作。在奇台

县北部沙漠区域，成片的红柳、梭梭等固沙植

物组成道道防线，顽强地抵御着风沙侵袭。奇

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俞兆兵表示，全县按照

南护天山、中建绿洲、北治沙漠的思路，不断巩

固人进沙退的良好态势。

奇台县所在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实施了植

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发展特色林果业等重

大生态工程，“十三五”以来累计完成沙化土地

治理 530 多万亩，筑牢了遏制风沙危害的前沿

阵地。昌吉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雪辉说，当

地聘请专家团队对大气污染成因开展治理攻

关，科学治污、靶向治污、精准治污，生态环境

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启动创建后，硅化木受

到更多关注，甚至创建效应出现“外溢”。在乌

鲁木齐的新疆古生态园里，一处重要的景观便

是硅化木群。在这里游览的福建游客刘思婷

说，得知创建中的卡拉麦里国家公园中有硅化

木，非常好奇。这次在古生态园先睹为快，确

实非常震撼。

除了动态的普氏野马、蒙古野驴，以及静

态的恐龙化石、硅化木之外，创建中的卡拉麦

里国家公园区域还有许多独特的植物，胡杨、

沙拐枣、梭梭、红柳⋯⋯这些植物根系大都具

有耐旱、逐水的特性，是卡拉麦里乃至新疆的

一张别样名片。走近这些顽强生长的荒漠植

物，能够刷新人们对大漠戈壁的刻板印象，感

受荒漠中的生命之美。

按照相关政策，在保护的前提下，在自然

保护地一般控制区内可适当开展生态教育、自

然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如何在保护的前提

下，发挥卡拉麦里国家公园的科普、旅游等方

面的功能？自治区林草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将通过建立“云游系统”等，在线观赏野生

动植物。

新疆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建成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 2035 年，显著

提高自然保护地管理效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创建后，旱域生灵的

家 园 将 更 富 生 机 ，时 光 的 印 记 也 必 将 更 加

清晰。

保护意识提升

“自然保护区刚成立时只有 385 匹蒙古野

驴，随着生态修复工作的完成，现存种群数量

为 3200 匹左右，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杨维康

说说，，随着新疆对珍稀濒危和特有种群的抢救性随着新疆对珍稀濒危和特有种群的抢救性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种

群数量不断恢复扩大。

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普氏野

马、蒙古野驴、鹅喉羚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

已实现大幅增长，特别是野马放归试验取得了

探索性成功，成为我国濒危物种重新引入的成

功典范。这提升了我国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爱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方面的国际地

位，并为我国其他物种的重新引入工作起到了

借鉴和示范作用。

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奔跑的普氏野

马、蒙古野驴、鹅喉羚等野生动物，见证了自然

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近几年大家环保意识提高了，都积极参

与六五环境日等活动，宣传保护环境、热爱自

然，为呵护地球家园尽一份力量。”昌吉市干部

马月说。

一年前，昌吉州成立了“绿水青山”志愿服

务队，所设 11 个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志愿服务小

分队，一年来开展宣传教育 100 余场次，全州逐

渐形成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自然保护意

识持续提升。

“启动国家公园创建，就意味着对创建地

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的肯定。”昌吉市民马雯

昱说，“希望卡拉麦里继续保持素颜，在创建国

家公园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也必然是

受益者。”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了解到，在创建国家公园过程中，将加强对生

态系统、物种及栖息地、自然景观以及人类活

动干扰等状况的监测监督评价，建立生态网络

感知系统。同时，加强一线保护站点建设，充

实管护人员，提高管护功效。此外，还将探索

建立社区共建共有共享机制，通过签订合作保

护协议、设置公益岗位等方式，共同保护国家

公园自然资源，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本系列完本系列完））

环境治理要让群众更

﹃
有感

﹄

杨开新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75 岁 的 摄 影 爱 好 者 刘 生

才，40 多年来登上骊山拍

摄上千次，5500 余张照片

组成“骊山影集”，大量同

一视角、不同时期的对比

图，直观地记录了骊山由

黄变绿、由荒到密的生态

恢复过程，引来大量网友

点赞。

骊山的植被一度遭无

序发展的采石业破坏，严

重的地方甚至满目疮痍，

令当地百姓心痛不已。近

些年来，临潼区着力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加大对骊

山生态的修复、保护力度，

从 2008 年到 2021 年累计

投资 4.38 亿元，实施骊山

北麓森林植被恢复工程、

西安市重点区域骊山至洪

庆直观坡面绿化、创森都

市水源涵养林保护、秦岭

北麓恢复植被等工程，造

林 4.25 万亩，累计栽植苗

木 800 余万株，绿化了 30

余座山头，骊山森林覆盖

率由 2007 年的 37.2%提高

到 80%以上，PM2.5 平均浓

度也降至有监测记录以来

最高水平。

数据和指标虽然直观

地记录了骊山生态修复的

成绩，但当地老百姓的感受，远不如几组前后对比

的照片来得直观。对于老百姓而言，这种身边的变

化更加可感可信，更能认识到习焉不察的成绩来之

不易。

环境治理要让群众更“有感”，首先是要让群众

有 获 得 感 。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是 实 实 在 在 的 民 生 工

程，只有让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生态环境治理带

来的变化、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们才能真心

实意地支持和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来，形成

环境保护的合力。刘生才的“骊山影集”引来无数

点赞，正是因为当地老百姓对骊山的变化感同身

受，对骊山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真实的获得感。

环境治理要让群众更“有感”，还要让群众有参

与感。一些地方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不尊重群众的

参与感，花了不少功夫却闹得沸沸扬扬。比如，有

的城市在实施“道路绿化品质提升”“城市公园改造

提升”等工程中大规模迁移砍伐树木，有的城市在

“湖边景观提升改造”中将上千年知名景观中的柳

树换为月季花，引来群众质疑。其根本原因在于主

事者习惯“自行其是”，不尊重群众的参与感，没有

认真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与群众形成良性互动，甚

至伤害了群众的朴素感情。

美好环境人人共建，建好环境人人共享，生态

环境治理本就是为群众打造宜居环境，要善用善

导，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正向激

励，把环保事业的群众基础转化为难能可贵的环保

合力。

近年来，不少地方从小切口入手，通过随手拍、

晒一晒等抓手调动群众积极性，既可记录身边的美

景、善行，又能曝光脏乱差现象和不文明行为，用社

会舆论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

卫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只有有了参与感和获得感，群众才能更好地体

验环境治理带来的幸福感。对老百姓来说，环境治

理的幸福感，就是身边看得到的“山更绿、水更清、

空气更清新”，是美好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

仅仅是有关部门报告里那一长串听不懂的数字。

河北承德做强制度保障——

紫 塞 明 珠 新 绿 浓
本报记者 宋美倩

有“紫塞明珠”之称的承德地处河北

东北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被确

定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

撑区。为实现这一目标，承德强化人民代表

大会的制度保障机制，重监督、促转化，为全市

自然资源保值增值开辟了一条制度化道路。

承德市人大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广泛调

研，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出 7 个“率先”的生态

建设一揽子监督管理制度：率先出台国有资产

的管理监督制度并组织实施；率先实现县级建

立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全覆盖；率先在地级市中

成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委员会；率先开展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率先在全省设区市

启动地方生态环境立法工作；率先制定出台

《承德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率

先启动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和生态补偿。

有多少山水林田？有多少矿产资源？是

否依法保护利用？市人民政府委托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要到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向全市

人民晒出“明白账本”。目前这一做法已经成

为承德市人大常委会的必备议程，这一议程的

进行，是承德市人大行使生态环境监督职能的

又一项成果。

“自然资源资产是承德未来发展的关键，

我们要把法律赋予人大的各项职权用活、用

足、用到位，为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护航。”

承德市人大的曹佐金说，以前领导干部离任只

算经济账，现在还要再多算一笔生态账。生态

环境、资源保护、资源利用等群众关注的领域

成为考核的重点，将领导干部的生态建设与经

济建设责任捆到了一起。

丰宁满族自治县是该市首批开展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地区之一。

承德市审计部门分别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对该县自然资源资产进行了审计，市人大

常委会通过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审计部门工作

报告，发现该县未完成禁养区划定工作及凤山

镇、大滩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项目建设，县政府与各下属区域及部门未签订

草原保护建设责任状等问题，立即要求市政府

安排审计部门督促整改并报告整改情况。通

过严格的审计监督，该县主要领导明白了生态

清账也是必须完成的重要任期目标，加大了生

态环境建设的责任落实。截至目前，丰宁满族

自治县不仅完成了各项污染源治理目标，植树

造林更是大见成效，森林覆盖率已由过去的

28%提高到 58.13%。

“加大荒山植树造林也是带动乡村振兴的

一条有效途径。建议合理规划我市荒山，因地

制宜制定确实可行的政策和发展目标，效仿

河水治理，建立‘河长制’，加大投入和有效管

理⋯⋯”承德市人大代表荣英才关于因地制宜

绿化荒山植树造林的建议一经提出就得到高

度重视，承德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在全市健全

了责任管理机制。截至目前，承德经济林总面

积已经突破 1000 万亩，相当于全市农民人均

拥有 3 亩以上经济林，年人均林果收益达 4000

元以上，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得。

不仅需要改善生态环境，而且还需要发展

生态经济。为推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现

实转化，承德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连续 3 年

开展了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调研，

监督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编制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并由此实现资源换资金的生态变

现。各级人大代表向政府提出了近百件意见

和建议，如承德市人大代表王鹤松提出关于拓

宽全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建议；河北省

人大代表高立国提出关于协调推动完善滦河

潮河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而各级政府

也根据建议内容，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办法，并限期给予办结。

通过聘请国家权威部门开展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承德确定了全市自然资源资产总值为

19.4 万亿元，促进了自然资源的量化管理；全

市累计共争取到滦河、潮河横向生态补偿资金

27.8 亿元；去年年底，河北省第二批降碳产品

生态价值交易活动上，承德塞罕坝生态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代表御道口、狮子沟等国有林场分

别与唐山燕山钢铁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完成

了 18.4 万吨的森林固碳量交易，获得了 819 万

元的售卖收益。

让生态效益最大程度地转化为经济效益

的实例，在承德比比皆是。这与当地人大依法

履行监督职能，持续加大对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监督力度的行动密不可分。

有了强大的制度支撑，承德生态环境建设

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十三五”

以来，承德累计完成营造林 759 万亩，修复草

地 155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3682 平方公里，森

林覆盖率从 56.7%提高到 60.03%，面积达 3556

万亩，占京津冀三省市总面积的 32%，林草覆

盖率更是高达 71.5%。潮白河流域年均汇入

密 云 水 库 2.87 亿 立 方 米 ，占 入 库 水 量 的

56.7%；滦河流域年均汇入潘家口水库 18.58 亿

立方米，占入库水量的 93.4%，年供应京津冀

总水量达 22 亿立方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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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新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内的蒙古野驴新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内的蒙古野驴。。

高云江高云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新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内新疆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内的鹅喉羚的鹅喉羚。。

（（红外相机拍摄资料片红外相机拍摄资料片））

①①

②②

河北承德滦平县潮河两岸风光旖旎河北承德滦平县潮河两岸风光旖旎。。

滦滦 萱萱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