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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门头沟——

青山绿水“迎豹回家”
本报记者 杨学聪

不久前，北京市门头沟区大

张 旗 鼓 地 启 动 了“ 迎 豹 回 家 ”计

划。北京这座繁华的大城市怎么跟豹子扯

上了关系？原来，地处太行山和燕山交汇处

的门头沟区，本就是华北豹的原始栖息地。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向

深入，让“老居民”华北豹回归故土，已不再

是梦想。

复苏豹种群走到“家门口”

作为生态涵养区的门头沟，是北京 7 个

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拥有森林、草甸、河

流、湿地等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各

类动植物物种达 1936 种，孕育着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今年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门头

沟区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生物多样性保护

暨“迎豹回家”计划实施工作小组宣告成立。

为何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锁定在

豹身上？太行山脉是华北豹种群的重要分

布区，京西更是其原始栖息地，也是华北豹

种 群 在 太 行 山 和 燕 山 扩 散 与 恢 复 的 中 心

点。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化，已长达数十

年没有华北豹的活动记录。

随着我国生态保护力度加强，豹种群在

华北地区呈现复苏趋势。2013 年，科考专

家在距离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

到 30 公里的河北小五台山地区数次发现华

北豹的踪迹。眼见华北豹又走到“家门口”，

门头沟正努力成为率先“迎豹回家”的智慧

栖息地监测与保护示范区。

门头沟是连接太行山和燕山的枢纽，也

是京津冀协作开展豹种群保护和恢复的关

键点。位于清水镇和斋堂镇境内的北京百

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素有“华北天然动

植物园”的美誉。这个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2.17 万多公顷，是北

京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很多珍稀濒

危物种的栖息地。

多年来，百花山管理处通过引进先进的

技术与设施，全方位、无死角 24 小时动态监

控，珍稀动植物得到了有效保护。保护区已

经从单一的资源保护拓展到了科普宣教、科

学研究、生态旅游。目前，北京百花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与北京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

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副主任杨宏说，“我们将结合高校现有野生

豹生境及生活习性的研究成果，对区域内的

生态环境开展保护修复活动，提高野生豹捕

食物种的种群丰富度，构建以野生豹为旗舰

物种的完整食物链，打造适宜野生豹生存的

栖息地类型”。

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更好栖息地

经过多年的保护发展，百花山的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截至 2021 年，这里的高等植

物数量从 10 年前的 1100 种发展到 1292 种，

占北京植物总种数的 61.8%，拥有百花山葡

萄、黄檗、野大豆等 10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陆栖野生脊椎动物从 169 种发展到

271 种。10 年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新增了

乌雕、秃鹫、猎隼、黄胸鹀，共计 9 种。

不只是百花山，整个门头沟区的生态环

境都在稳步向好。门头沟区曾是北京主要

的煤炭产地，长期采矿采砂造成水土流失、

裸露山体、植被退化。最严重时，区域生态

破坏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怎样让产业由“黑”转“绿”，恢复生态涵

养区的本色？2004 年，门头沟开始“修山补

山，为山疗伤”。此后更是壮士断腕，陆续关

停煤矿和非煤矿山 500 多座，陆续引进 20 余

种生态修复技术，修复河流湿地、采石废弃

地、砂石坑、道路边坡、煤矿废弃地、亚高山

草甸⋯⋯

门头沟于 2017 年至 2018 年经精准调研

确定，需生态修复地块共 342处，规划生态修

复项目 380 个，其中纯生态修复项目 304 个，

引进产业生态修复项目76个。仅废弃矿山植

被复绿一项，已有近13平方公里土地复绿。

生态环境的改善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

供了更好的栖息地。门头沟区水务局相关

负责人说，“随着区域自然环境的改善，永定

河水质得到很大提升，黑鹳、褐马鸡、野生猕

猴、黑天鹅、达乌里寒鸦、西伯利亚狍等不少

‘稀客’纷纷光顾甚至常驻”。

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摸清底数是前

提。门头沟区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的全要素

监测体系，开展全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

估，掌握区域内的维管植物、陆生脊椎动物、

昆虫、大型真菌、水生生物等类群物种资源

情况。

以百花山为例，保护区已布设传统红

外相机共 43 台，无线红外相机 27 台，主要

放置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水源地、小溪、

兽道等位置实施监测。杨宏说，“目前监测

样线一共有 7 条，主要依据森林郁闭度、野

生动物出没情况等综合生态环境因素设置

路线”。

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得有点雷霆手

段。不久前，门头沟分局森林公安大队就破

获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两名犯罪嫌疑人使用

猎套猎捕野猪、野兔，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通过建立涵盖外来物种

调查、监测、预警、控制等方面的防控体系，

门头沟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严打严防严

管的高压态势。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

“近年来，门头沟区不折不扣落实新版

北京城市总规赋予的生态涵养功能定位，积

极融入绿色北京建设，全力筑牢首都西部生

态屏障，构建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为野

生华北豹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繁衍空间。”门

头沟区区长喻华锋说。

随着门头沟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和措施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门头沟全面

推 进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主 流 化 的 路 径 越 发

清晰。

按照《北京市门头沟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计划（2022—2035 年）》，门头沟区将严

格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继续抓好生态、

农业、城镇空间以及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

开发边界的细化落地；深入拓宽绿色

生态空间，因地制宜构建促进物种迁徙和基

因交流的生态廊道等。

在推进永定河流域生态廊道建设，制定

并实施湿地保护修复三年行动计划，稳步推

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的同时，严格对标

行动计划，以百花山、灵山、黄草梁及永定河

流域为重点，细化管控措施，稳步提升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重点野生动植物物

种、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

保护。

以“迎豹回家”为契机，门头沟区以百花

山、灵山及其周边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生

态建设重点工程，恢复森林植被，提升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深化与河北省怀来县、

涿鹿县等环京区域的联防联控和协同共治，

联通碎片化栖息地，实现生态环境的互联互

通，探索构建大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

格局。

同时，“迎豹回家”还计划建立“天地空

一体化”监测和管理系统；开展森林修复和

廊道建设，进一步提高栖息地质量；提高生

态旅游质量和丰富科普教育项目，形成绿色

生态经济；搭建科研合作平台，实现资源共

享和优势互补；强化疫源疫病主动监测预

警，构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等五项

措施，构建以华北豹为旗舰物种的完整食物

链，全面提升门头沟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有了充足的准备，迎豹回家已不再是

梦想。

治理环境需要恒心和毅力

杨学聪

近几年来，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明显

能感受到，天蓝了水清了，飞禽走兽也

越来越常见。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市 16 个区均有鸟类

猛禽的调查记录，哺乳动物中的豹猫不

时在山区现身，黄鼬更是大大方方出没

于中心城区⋯⋯从雾霾频现到蓝天碧

水常在，从生态环境恶化到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北京用长期、持续地投入，用板

凳甘坐十年冷的恒心和毅力，换来了更

加宜居的大北京。

生物多样性的前提条件是生态环境

的持续改善。像人类不断在追寻更舒适

宜居的生活环境一样，野生动物同样择

良木而栖、逐水草而居。要想把它们留

住，纯净的环境底色、稳定的生态系统不

可或缺。而北京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生态多样性的修复，是各环境要素综合

保护、系统治理理念和举措的整体呈现。

而今，北京拥有全国最优的车型结

构，对重点企业量身定制挥发性有机物

深 度 治 理 方 案 ，持 续 推 进 能 源 绿 色 低

碳转型；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市污水处

理 率 达 到 95.8% ，森 林 覆 盖 率 已 达

44.6%；北京还通过生态走廊建设、综合

治理和一系列生态修复工作，流域生态

环境质量得以明显改善，为恢复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良好的生境条件。

仅以永定河为例。近十年来，北京

在永定河流域开展了生态走廊建设、综

合治理和一系列生态修复工作。2020 年至 2021 年，在永定河流

域调查记录到的各类生物有 3600 余种，其中记录鸟类 200 余种，

涵盖猛禽、游禽、涉禽、攀禽、鸣禽和陆禽六大生态类群；记录鱼

类 30 余种，包括黑鳍鳈和宽鳍鱲等保护物种和指示物种。

变化的不只是永定河流域。有调查报告显示，对水质要求

苛刻的黑鹳，分布范围已从房山扩展到整个生态涵养区；需生长

于清澈、流动水体中的北京水毛茛在怀柔和密云均有分布；生存

于清洁水体中的黑鳍鳈、宽鳍鱲等也出现分布范围扩大和数量

增多的现象。“十三五”期间，北京城市绿化隔离地区的植被覆盖

面积增加 18.6%，为生物提供了更多更优的栖息地，生态修复效

益初步显现。

动植物品种多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搭建更稳定的生态系

统。众所周知，一条完整的食物链由生产者、消费者构成。许许

多多条食物链组成复杂的食物网，则是生态系统保持稳定的重

要条件。在动物世界中，食肉动物是高级消费者，其种类和数量

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程度。迎来猛

禽、食肉动物这些高级消费者具有标志性意义，让它们留下来、

生活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要使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得以巩固，让“北京湾”永续生

机，还需要长效机制来保障。如今，《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

和绿色发展条例》已为生态涵养区高质量发展量身定制了法治“保

护卡”，《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2021年—2035年）》中明确的

67.9%的自然岸线保有率，为大自然守住了“家门”。从生态涵养区

到中心城区，从山区河流到城区平原，生态环境的优质和生态系统

的健康与稳定将使北京成为可以“诗意栖居”的大都市。

江苏苏州“小蜜蜂”垃圾分类专项志愿服务队发起人牟云：

做生态公益服务小蜜蜂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受疫情影响，前段时间垃圾分类宣讲

进小区有所耽搁，现在疫情防控压力小了

一点，赶紧把工作转起来。”正好赶上垃圾

投送时间，牟云穿上印有“小蜜蜂”标志的

绿马甲，一路小跑，赶往附近姑香苑小区垃

圾分类收集房，进行垃圾分类、识别、纠错

的宣讲。

牟云是江苏苏州“小蜜蜂”垃圾分类专

项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2018 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在参观苏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填埋

场时，堆积成山的垃圾让我震撼，我也在反

思，垃圾分类已经迫在眉睫，必须马上行动

起来。”牟云说，2019 年，在共青团苏州市委

和苏州市城市管理局的共同支持下，他发

起了“小蜜蜂”垃圾分类专项志愿服务行

动，呼吁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践行垃圾分类。

30 岁出头的牟云，已经是苏州生态公

益服务事业的“老把式”了。“大学读书期

间，我就热衷于公益事业，不管是校内还是

校外，只要是公益志愿服务，我都积极参加

并乐在其中。”大学毕业后不久，牟云接手

了苏州小青团公益服务中心，为了方便服

务群众，他干脆辞去了在移动公司的公职，

成立了苏州做件好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为全职公益从业人员。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牟云伸来了

援助之手。他组织的弱势群体帮扶和助残

服 务 项 目 帮 扶 ，让 我 的 人 生 获 得 了‘ 光

明’。”孙小伟是苏州姑苏区的一名视力残

障人士，因为视力障碍，曾一度丧失了生活

的勇气，如今，他成了苏州做件好事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一名话务接线员。“得益于这

样 的 就 业 平 台 ，我 们 可 以 更 有 尊 严 地 生

活。”孙小伟说。

从去年开始，孙小伟又多了一个新岗

位：“小蜜蜂”垃圾分类小区督导员。孙小伟

说，最多的时候，公司 150 多名残疾人全都

加入到“小蜜蜂”志愿者宣讲和督导活动中，

在工作之余多了一个回报社会的机会。

“做公益最怕的是居民不理解、不支

持 。 我 们 首 批 招 募 的 志 愿 者 只 有 170 多

人，要面对全市 4800 多个小区、上百万户居

民。”牟云坦言，在垃圾分类刚起步阶段，常

常会面临分类标准不同、居民强烈反对等

重重困难，很多人甚至担心引发矛盾而不

愿意参加志愿服务。

“办法总比困难多！”对待公益事业，牟

云总是很乐观也很有激情。“小蜜蜂”垃圾

分类专项志愿服务队成立后，牟云把志愿

服务宣讲和垃圾分类解读作为抓手，通过

地毯式“扫楼”，提高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

参与度。“最多的时候，志愿服务队一天之

内在 30 多个小区同时开讲座。最密集的

时候，一个晚上我连爬了 3 栋楼，走访了

500 多户居民，虽然辛苦，但累并快乐着。”

牟云说，通过一场场进机关、进学校、进企

业、进社区、进公共场所的真情宣讲和耐心

沟通，不仅找到了打开居民“心门”的钥匙，

也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真心付出换来了累累硕果，截至目

前，‘小蜜蜂’垃圾分类专项志愿服务队核

心志愿者近 600 人，普通志愿者已达 7000

人，并成立了 2 支拥有 186 名成员的高校子

团队。”牟云自豪地说。

在牟云的带领下，“小蜜蜂”垃圾分类

专项志愿服务队自正式成立至今已累计

开展垃圾分类宣讲 2000 余场，覆盖苏州市

6 个城区和 4 个县级市。“小蜜蜂”飞舞在苏

州的各个角落，线下服务市民 3 万余人，线

上服务超 25 万人次。与此同时，牟云还组

织“小蜜蜂”志愿者开展社区垃圾分类宣讲

培训、垃圾分类主题活动、垃圾分类进机关

系列宣讲、各区蜂巢阵地建设、垃圾分类宣

传氛围营造、社区垃圾分类整体运营改造

活动，在苏州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过程

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有人说，做垃圾分类公益事业，单从

物质上来说，是个付出大于回报的事情，可

我却觉得，看着一粒粒垃圾分类的文明种

子在大伙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看着整

座城市因为垃圾分类而变得更加整洁美

丽，这就是‘物’超所值。”牟云说。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如今，苏州“小蜜蜂”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品

牌几乎是家喻户晓，每到垃圾投放时间，一

只只“小蜜蜂”便开始在垃圾分类收集房旁

飞舞，如同一道道绿色风景线。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自己收获最大的

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力量，坚定了扩大

志愿服务影响力的决心，今年准备成立‘小

蜜蜂’联盟，扩大朋友圈，壮大同行队伍，让

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心，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牟云表示，下一

步，在继续做好垃圾分类宣讲的基础上，力

争将“小蜜蜂”垃圾分类普通志愿者人数拓

展到超过 1 万人，并不断拓展公益事业外

延，为人民群众谋福祉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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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蓝绿交织的北京市门

头沟区。

图② 北京永定河门头沟

区陈家庄段风光秀丽、景色

宜人。

北京市门头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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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云（左）在“小蜜蜂”垃圾分类云课堂讲课。

本报记者 薛海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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