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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青

茅境林区，漫山翠绿，鸟鸣声声，勾画

出一幅绝美的山水图。

“回家吧！”近日，鹰潭市（贵溪）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动物医生张振中

双手托起一只只环颈雉，轻轻松开，

小家伙就张开翅膀飞回深林。“上个

月有村民送来 5 只刚出生的幼雏，经

过我们精心护养，已经达到放归条

件。”张振中说，此次放归的还有 1 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猴面鹰、4 只刺猬

和 1 只竹鼠。

近年来，贵溪市做实“林长制”，

织密扎牢林业资源保护网，将保护野

生动物形成共识、达成原则、化为机

制，走向人与自然深度融合，实现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让野

生动物尽享生态福祉。

构建保护圈

大清早，贵溪市三县岭林场，护林

员李贵平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山间

林密，人迹罕至，宽不足 1尺的崎岖小

道，李贵平却走得极为熟练。担任护

林员以来，这条巡山路他每天要走两

趟。“以前我是砍树人，如今我是护林

人。”李贵平说，“山林越来越密，野生

动物也多了，他们都不怕人。”

强化担当“治绿”，重拳出击“护

绿”，精准施策“增绿”，贵溪市持续创

新探索“林长制”，严守生态红线，构

建野生动物“大保护圈”。2018 年，

贵溪市设立了市、乡（镇）、村三

级林长，并构建以行政村林

长、监管员、护林员为主体

的“一长两员”森林资源

源头管理架构。

目前，贵溪市共

有三级林长 502 人、

监管员 34 名、护林

员 147 名 ，共 同 构

建起全覆盖、边界

清晰的网格化管理

体系，实现了网格一

对 一 巡 护 。 该 市 不

断提高护林员岗位技

能水平，让护林员成为林业部门的

“眼睛”、森林资源管理的“探头”，并

充分利用智慧化巡护系统，推动源头

管理实时化、规范化。

驱车驶向耳口林场，沿途山林层

层叠叠、绿意浓浓。两山排闼送青

来，既源于当地良好的资源禀赋，也

离不开林业人十年树木的功劳。“将

低效林改造和稀有树种‘增绿’结合

起来，不断提升森林品质和品相。”贵

溪市林业局局长张象林介绍，贵溪市

是江西省重点林业县，林地面积达

204.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64.45%，全

市森林质量和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明

显提升，为野生动物生长搭建起良好

的自然屏障。

织牢“安全网”

在鹰潭市（贵溪）野生动物救护

中心，仍有不少动物“病号”在“住院

观察”。“这是苍鹭，那是绿头鸭，这一

间住的是野鸡和夜鹭。”张振中每天

都要查看它们的恢复情况。

贵溪市丰富的山林资源成为野

生动物的天堂，已查明现有脊椎动物

364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57 种 。“ 我 们 以 前 缺 乏 有 效 救 助 手

段，一旦它们受伤或生病，致死率很

高。”张振中说，救护中心成立后，相

当于为野生动物建立了一所“中心医

院”；受伤的动物送进来，由动物医生

进行专业诊治，完全康复后再放归

自然。

中心除了设有 3 间宽敞的病房，

还设有手术室、隔离室等，配备了血

液分析仪、生化分析仪等专业救护设

备，对受伤野生动物进行检查、检疫、

治疗和合理安置。自 2022 年 4 月成

立救护中心以来，这里已救治野生动

物 120 余只。

“小动物们无法开口求助，都是

热心村民帮助送来救治。”张振中介

绍，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每年都要上

山进村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教

育活动，使村民们树立起牢固的保

护意识，真正做到不惊扰、不捕杀、

不食用、不买卖野生动物。同时，加

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建设，建

立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志 愿 活 动 协 调 机

制，为野生动物自由繁衍提供更多

保障。

江西阳际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为 10946 公顷。保护区内，贵

溪市通过“林业工作站+林场+护林

员”的日常巡护监测，运用“技防+人

防”持续开展野生动物种群动态监

测，及时清除兽夹、“天网”等捕猎装

置，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生活区”。

保护区外，贵溪市在全省率先建立

“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深入摸排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案件线

索，开展公益诉讼，严守野生动物保

护红线。

“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是保护种

群的一种有效手段。”张象林介绍，贵

溪市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完善野生动

物保护各链条各环节，多管齐下构建

起大保护机制，将“安全网”织得更牢

更密。

呵护多样性

在双圳林场，50 多岁的职工郭

袁 剑 每 天 都 早 早 起 床 去 山 林 转 一

圈。去年 8 月，他在溪水间散步，碰

巧一大群猴子在水中嬉戏，夕阳的余

晖照着水面，泛起点点光斑。

“那一刻太美了！我从小在这里

长大，山里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

不光有成群结队的猴子，还生活着白

鹭、山鸡、斑鸠等野生鸟类。现在，我

每天都要来看看它们，防止有人前来

打扰。”郭袁剑说。

多年来，老郭每天都到山里巡

逻。严寒季节，他还带上食物来投

食，帮助猴子和鸟儿顺利过冬。

凤头鹰高飞，猕猴嬉戏⋯⋯苍茫

大山中，这样的画面令人欣慰。

夏日午后，刚下了一场大雨，鸟

鸣之声不绝于耳。江西阳际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黄沙管理保护站站长

王志阳来到山里，将藏在树丛间的

红 外 摄 像 仪 收 回 ，“ 猜 猜 这 回 能 拍

到谁！”

让 王 志 阳 期 待 的

身 影 ，是 一 群 生 活 在

保 护 区 的“ 原 住 民 ”。

从 开 始 布 设 相 机 以

来 ，藏 酋 猴 、白 鹇 、赤

麂等省级以上野生保

护 动 物 就 多 次 闯 入 镜

头。群山深处，它们或自由

觅食、饮水，或从容散步、嬉戏，

全然不知已被镜头捕捉下来。

只在外围观测记录，决不干扰影

响。“前两个月，我们拍到了‘鸟中大

熊猫’黄腹角雉，还拍到难得一见的

黑熊，小动物‘出镜率’越来越高。”王

志阳细数着这些变化说，现在监测区

域面积可以达到 240 公顷，红外摄像

精确又清晰，把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

画面都能记录下来。

天色渐暗，巡林归来的王志阳填

写好巡林日志，开始整理带回的 10

多台红外摄像仪。如果拍到不认

识的“新朋友”，他就交给“智囊团”

帮忙辨别。贵溪市与中山大学、

上海辰山植物园、江西农业大学

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保持长期合

作，开展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监

测，结果显示保护区内野生动植

物 种 群 持 续 恢 复 并 呈 扩 大 趋

势。王志阳自豪地说，“这证明

我们的保护措施是有效果的，要

持续做下去”。

“保护好野生动物，呵护生

物多样性，必须持续发力，久久

为功。”鹰潭市副市长、贵溪市

委书记、贵溪市总林长陈敏介

绍，贵溪建立以保护区、森林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体系，保护它

们的生存环境；不断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滥捕滥猎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加 强 宣 传 引

导，增强公众保护野生动物的

意识，把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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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千 岛 湖 以 秀 美

风 光 和 优 良 水 质 闻 名 天

下。一湖好水的背后，被业

内称为“新安江模式”的全

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功不可没。前不久，浙

江、安徽两省签署《共同建设新

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

板区协议》，意味着这一试点迎

来了“升级版”，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

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

银山？金山银山如何回报绿水

青山？生态补偿机制就是打通

“两山”之间转化通道的一把

“金钥匙”。在“新安江模式”

下，按照“受益者付费，保护者

受偿”的原则，好水质的受益方

拿出一部分发展的收益，补偿

为生态保护作出贡献者——这

种利益联结机制，让有钱的出

钱、有力的出力，显然有利于调

动各方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

极性，共同建设青山绿水间的

美好家园。

“新安江模式”之所以敢为

天下先，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我

国许多大江大河流域横跨多个

省份相比，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

黄山市休宁县，向东流入浙江省

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跨越皖浙

两省，保护者和受益方都很明

确，且双方“一拍即合”——上游

的安徽意识到发展不能再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意愿拿

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治污；下游

的浙江经济较为发达，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态环境提出

更高的要求，同时有能力为优质

生态产品“买单”。“两厢情愿”之

下，催生了联合国树之为典型范

例的生态补偿模式。

与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一样，“新安江模式”

发轫之初，明显带有为生态补偿机制在我国探路的性

质。除了“谁补偿谁”，生态补偿的另一个难点在于“补偿

多少”。这是因为，绿水青山这样的公共产品具有自然资

源属性，很难像工业产品那样计算价值，所以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难题。

在试点之初，补偿资金“总盘子”为 5 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出 3 亿元，安徽、浙江两省各出 1 亿元。浙皖双方约

定：只要安徽跨界考核断面水质达标，浙江每年补偿安徽

1 亿元，否则安徽补偿浙江 1 亿元。2015 年第二轮试点

时，两省补偿金额调整至 2 亿元。回过头来看，这种“奖

罚并举”更像是为了建立一种生态治理的激励与约束机

制，并不能完全反映生态补偿的合理价值。第三轮补偿

结束后，上游黄山市已投入 190 多亿元用于新安江流域

综合治理，中央及浙皖两省提供的生态补偿资金为 48 亿

元。两者之间，差额巨大。

到底该补偿多少？一方面，都由中央财政和浙江省

“买单”似乎也不合理，毕竟安徽当地是生态环境改善的

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安徽为保护生态确实付出了很大

的代价，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产业会牺牲一时的经济增长

速度，产业转型升级也需假以时日。如果补偿不到位，必

然对当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造成压力，从长远来看，也

不利于保护工作继续开展。

怎么办？试点“升级版”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建立生

态补偿机制的初衷，是为了让生态保护地区共享发展的

成果，那为何不回到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来，变“输血”为

“造血”，将单一的资金补偿升级为资金、产业、人才多元

补偿新模式，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从“一水共

护”迈向“一域共富”。

从实践来看，两省之间山水相连、人文相近，早已

在跨区域旅游协作、农特产品推介等方面开展了先行

探索，未来还有望在共建产业合作园区、联合打造文

旅品牌、教育医疗养老合作等方面继续发力，通过

“共下一盘棋”，在好山好水之间携手谱写一首绿富

美“协奏曲”。

重庆涪陵——

守护植物“活化石”
本报记者 吴陆牧

三 峡 库 区 面

积 最 大 、离 城 最

近 、数 量 最 多 的

桫 椤 林 ，位 于 重

庆涪陵区。

清 晨 阳 光

下，长江水面波

光粼粼。37 岁

的潘柯均一如既

往起个大早，吃罢

早饭，带上工具和

水，骑着摩托车来到

位于重庆涪陵区江

东街道的桫椤自然保

护区，开始一天的巡山

工作。

山 路 崎 岖 ，枝 密 林

茂。顺着林间小道，潘柯

均一路走，一路查看桫椤的

生长情况。8 公里山路，他来

回一趟要走 2 个多小时。“早中

晚各巡一次。”潘柯均说，最

近几年，巡护力度不断加

大，保护区内乱砍滥伐

现象已经杜绝，桫椤种

群分布及数量均得到大

幅提高。

长江流域是我国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域。作为侏罗纪

地质年代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桫

椤有植物“活化石”之称，属于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行走在保护区，高大的桫椤树

随处可见，它们一株挨着一株，参差

错落地生长在潮湿阴凉的山谷之

中。“这里的海拔在 200 米至 800 米

之间，终年温暖湿润，多云雾，适宜

桫椤生长。”涪陵区林业局党委书

记、局长张正书告诉记者，他们严格

落实保护措施，严禁在保护区内的

一切破坏森林资源和破坏桫椤生长

环境的行为，让桫椤及森林生态系

统自然繁衍。

涪陵区委书记王志杰表示，江

东桫椤自然保护区是野生物种资源

天然“基因库”，保护好桫椤及其他

珍稀濒危树种，对提升长江生物多

样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保

护区紧邻长江，是长江涪陵段重要

的水源补给地之一，保护区内的生

态系统对净化三峡库区涪陵段的水

体质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涪陵区坚持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持续推进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加大国家重点保护

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的保护修复力度，着力提升三峡库

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

性。”王志杰说。

记者了解到，涪陵区与西南大

学合作，对全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种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并出

台了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等制度文

件，通过建章立制规范保护区监管

工作。今年以来，涪陵区林业局联

合区农业农村委、区公安局、区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开展了“2023 清风行

动”，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

易。同时，组织开展了多场自然保

护区及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宣

传教育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生物多

样性保护意识。

为 科 学 化 、精 细 化 保 护 桫 椤

种群，江东桫椤自然保护区设立了

2 个核心区、2 个缓冲区和 1 个实验

区，其中，核心区面积达 308.46 公

顷，除监测桫椤以外禁止其他人为

活动。而在实验区内，则组织开展

与桫椤相关的科学教学、参观考察

等活动，将自然资源保护同科研、教

育、旅游等相结合，着力实现在保护

中发展。

涪陵区江东街道金桃村

是桫椤自然保护区内的一个

小山村。在这里，每个人都是

生态的守护者。在村民游光乾

的家中，一株 2 米多高的桫椤

沿着屋后的斜坡笔直生长，茂

盛的枝叶已经盖住了屋顶。“以

前巡山保护桫椤，现在一开窗

就能看见桫椤。”66 岁的游光乾

曾经干了 19 年的护林员，对桫椤

有特殊的感情，他说：“守护美好

生态，是大家的共同愿望，我们从

来不会去打扰桫椤的生长，而是

与它和谐共处。”

而今，随着一系列保护措施有

力落实，涪陵江东桫椤自然保护区

的生物种群数量进一步扩大，种群

质量不断提高。“桫椤数量从保护区

建立之初的 9000 多株发展到目前

的近 2 万株。同时，还发现了金荞

麦、金毛狗等珍稀植物以及松雀鹰、

红隼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张

正书说，下一步，将通过完善制度、

强化监督管理、加强保护宣传教育

等，持续筑牢保护区生态资源安全

屏障，铺展绿水青山生态底色。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夏夏 祎祎

左上图左上图 江西阳际江西阳际

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江西阳际峰国江西阳际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的白鹇翩翩起舞的白鹇翩翩起舞。。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江西阳际峰国家级自然保护江西阳际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竹博园的猴群区内竹博园的猴群。。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重庆涪陵江东桫椤自然重庆涪陵江东桫椤自然

保护区里保护区里，，桫椤茂密成林桫椤茂密成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