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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月到今年 4月期间，百余只野生鸳鸯“集结”景宁英川
雁湖，时而成双成对跃入水中旋转跳起圆舞曲，引颈击水追逐嬉
戏；时而跳上岸来，抖落身上的水珠四处游走……令人过目难忘
的“萌态”，成为百山祖国家公园东大门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批鸳鸯，是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近几年记录到数量最
多的野生鸳鸯。从 2018年的 23只，到 2019年的 34只，目前已达
150余只。

国家公园实行的是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目的是保护自然
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
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越冬鸳鸯数量逐年递增，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

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涉及英川镇榅茶口村、凤凰寨村，
沙湾镇何处村，以及秋炉乡半山村共 3 个乡镇 4 个行政村，面积
5116.85 公顷。虽然景宁片区仅占百山祖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10.13%，但在生态移民搬迁、小水电为生态“让路”、生态文明教育
科普、山林权属纠纷化解等方面，依然为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独特经验。

生态保护摆在首位已成共识

“鸳鸯每年都是 11—12月来这里越冬，去年来得早，而且数
量也是历年里最多的一次。”67岁的刘德荣是景宁英川镇凤凰寨
村的摄影爱好者，作为最早拍到雁湖过冬鸳鸯的人，他从 2018年
开始，每年都蹲点在湖边，拍摄数百张野生鸳鸯照，“我第一次在
雁湖看见鸳鸯，大约是在 7年前。”

鸳鸯生性警惕，人稍一靠近，就会受惊飞走。熟谙这些小生
灵习性的村民，都会自觉地站在远处欣赏。刘德荣告诉记者，每
到周末，来拍摄鸳鸯的人特别多：“我们几个本土摄影爱好者还专
门建了个群，周末轮流到雁湖‘执勤’，只要发现有人把镜头凑得
太近，立刻上前阻止。”

刘德荣还是多年的山林护林员，常年在山林中巡护，走遍了
每个山头，对哪里的树木较为粗壮、哪里能看到什么动物都了如
指掌。也正因为如此，村民若在山里发现了受伤的动物，都会来
找他。几年下来，他发现和救助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就有 13种。

鸳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选择的过冬栖息地，需要满足
两个条件：水质好，有充足的食物；人类干扰少，有安全的环境。
雁湖也因此成为这群小生灵每年造访之地，当地村民还给雁湖取
了个新名字——鸳鸯谷。

地处深山的英川镇，境内山清水秀，植被茂盛。在建设百山
祖国家公园东大门的过程中，英川镇在雁湖水域展开水生态修
复，2020年上半年，英川溪断面水质全部达到二类以上水质，部分
断面达到一类水质。同时，镇村两级推行“河长制”，定期组织人
员清理河道两岸的生活垃圾。去年 11月，为了增强湖水自净能
力，镇里在湖内投放鱼苗，明令禁止垂钓行为，有效减少了雁湖的
人类活动痕迹。

“鸳鸯在我们这里栖息过冬，不但给我们的生态答卷打出了
高分，更勾勒出一幅人、鸟、村和谐相处的画卷。”英川镇党委书记
卢建民说，把生态保护摆在第一位，已成为全镇上下的共识。

拉闸断开高压线路、跟电网解列、贴上封条……去年 7月 4日
在百山祖国家公园核心区，随着两台机组的停机按钮被按下，运
行了 15年的浙江景宁英川镇金坑洋水电站正式关停，标志着百
山祖国家公园内水电站全部清零，自此，核心区所有矿产水电类
生产性活动全部停止。

“水电站退出后，通过生态修复方案的实施，厂坝间河道恢复
了天然径流，对保护该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产生
了积极作用。”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创建办专职副主任刘莺说，

“表面看是损失了真金白银，但用暂时的损失换取未来国家公园
建设的生态价值，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坚定践
行。”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得益彰

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是国家公园的首要任务，但不是全
部。保护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
把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这对矛盾统一于国家公园体制内，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首先体现
在被封印的“绿色资产”——在国家公园景宁片区所占的 5114公
顷、76716亩面积中，其中的 71465亩林地，全部是集体林地。

“村民的决议书签字率达 100%，不仅化解了 50多年的山林纠
纷，也为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回忆去
年村民在决议书上签字的场景，曾任凤凰寨村党总支书记的刘德
荣脸上漾起笑容。

凤凰寨村凤垟、张川两个自然村，坐落在百山祖山脚，处于国
家公园核心区范围。两个村庄山水相依，与庆元的百山祖镇相
邻，但由于苹果场山林权属界址不明、林权证上地界指代不清等
历史原因，自上个世纪 60年代起，一直存在着山林纠纷。

随着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全面推进，景宁百山祖国家公
园创建办、英川镇主要负责人多次深入凤凰寨村实地勘察、走访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向广大群众宣讲国家公园创建的重大机遇与
发展前景，同时召集村民小组长开会讨论，形成了全力推进创建
工作的共识。

最终，两个自然村 224户村民陆续在集体林地设立地役权决
议上签字，实现集体林地勘界完成率、村集体经济组织委托书签
订完成率、承包经营户委托书签订完成率、确权登记发证率等 8
项内容“百分百”签字。

“村民一致同意搁置争议，对有争议的山林所获得的集体林
地地役权改革补偿金，以双方认同的历史权属为依据，并根据有
关比例进行分成。”刘德荣说，“村民少的有 40多亩林地，多的有
100多亩林地，每亩地每年有 48.2元补偿，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态红
利。”

集体林地设立地役权的改革，成为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
中集体林地确权登记的特色探索。通过地役权的设立，更好地实
现自然资源的保护，同时为国家公园周边村落的长远发展、群众
的增收致富增添改革红利。

国家公园创建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核心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
的关系，这在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的生态搬迁中得到生动体
现。

“以国家公园生态搬迁安置地块来说，景宁以副城-澄照创业
园 9号最优地块优先安置国家公园生态搬迁群众，创业园区内，
九年一贯制的澄照启文学校、条件优越的县福利中心、自来水厂
以及变电所等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均已投入使用，卫生院、车站等
已经建成。”刘莺说，创业园已引进企业 28 家，入驻在建企业 18
家，建成投产规上企业 2家，其中宇海幼教木玩公司已为周边安
置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200 余个，完全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近
3000个，“我们以最优地块、最优政策、最优服务，最大程度满足群
众的生产生活需求。”

畲族风情为国家公园添彩

百山祖国家公园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环境功能和生态效益。聚焦
生物多样性，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以景宁中学为依托，打造
百山祖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中心。

在景宁中学的生物馆里，特色生态教育区、植物标本展区、鱼
类两栖爬行浸制标本区、昆虫展区、鸟、兽类剥制标本展厅、科技
活动室等各个功能区块有序排列。

“目前展出了野生动物标本 500余种、3000多件，其中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标本黄腹角雉、白鹤、云豹等 6种，二级保护动物标本
雕鸮、穿山甲、猕猴等近 40种，是丽水市生物物种多样性最为集
中的展示场所，也是国内中学规模最大自制和展示乡土物种标本
的场馆之一。”教师张兆良介绍，生物馆充分挖掘生态教育内容，
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同时实施野生动物的救助行动，
据统计，生物馆救治并重返自然的野生动物超过 900头（只），其
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黄腹角雉等。

“我们将在鸳鸯谷周围设置多个 360度高清摄像头，在不打扰
鸳鸯生活栖息的同时，让人们在驿站的大屏里就能观赏到鸳鸯。”
据刘莺介绍，作为国家公园景宁片区的亮点之一，鸳鸯谷的设计
初稿已经完成，接下来将联合多部门进行优化，“除鸳鸯谷外，今
年投资建设的还包括保护站、自然教育中心、人文资源保护工程
等 2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在保护好园区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的同时，将充分融入畲族文化、非遗文化、本土民俗元素等，最大
限度盘活畲寨古村、千年古树、畲乡古道等特有核心资源。”

同样打出特色牌的，还有当地美食。去年，英川镇培育提升
田螺基地 1000亩、田鲤鱼基地 800亩，新建板栗嫁接示范基地 400
亩，英川粉皮、鱼稻米、高山甲鱼、高山田螺等特色农副产品远销
全国各地，累计销售额超 300万元。

“我们将以‘国家公园东大门，美食小镇新英川’为新坐标谋
划食旅融合项目，为英川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更多渠道。”卢建民
说。

差异化打造英川风情美食小镇、秋炉乡村运动小镇、沙湾纤
夫文化小镇等 3个文旅小镇；统筹推进园区周边 17个国家级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充分挖掘红色文化、木拱廊桥等特色文化，精
心打造一批独具畲味、畲情、畲风的原生态展示体验窗口……以
绿水青山为底色，以畲族风情为画笔，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
正向世人展示着独特魅力，散发出耀眼光芒。

“不论是栈道、观景台，还是驿站、停车场
等配套设施，设计的首要原则是不能影响鸳鸯
的生活栖息。”日前，在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
区鸳鸯谷设计初稿讨论会上，相关部门、乡镇
和设计公司负责人针对图稿激烈探讨，大家对
项目中各个点位设计提出了一致的要求：绝对
不能打扰鸳鸯在此过冬。

从对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鸳鸯谷项
目设计初稿的讨论，能看出“国家公园就是尊
重自然”理念的深入人心。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生态文明领域的重
大制度创新。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王毅所说，国家
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建设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强化自然保
护地的高效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
丽中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目前，国家公园试点实施分区管控，即核
心保护区内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
内限制人为活动。国家公园的设立将对区域
内居民的活动和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事实上，
如何平衡国家公园范围内的人员生计和生态
保护，也是包括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在内
的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中实践创新解决的最主
要问题。

从小水电为生态“让路”到自然资源管理
体制创新，从生态移民的各种“最优待遇”到生
态科普教育多种形式的落实，我们看到，把最
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是全体人民的共同
期盼。

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
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
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是我国自然
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
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范
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
征。

我国在过去5 年间先后设立了三江源、祁
连山等 10 个陆上国家公园试点。据悉，第一
批正式批准的国家公园名单将于今年公布。

“十四五”期间，我国还准备新增 10 个国家公
园试点，重点布局在青藏高原、长江黄河流域
等区域。

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珍稀濒危动
物——小天鹅在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片区的
英川镇英川溪现身，悠闲地游弋着，湖面上荡
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上百只鸳鸯齐聚鸳鸯谷
自在悠闲过冬……正如百山祖国家公园景宁
片区频频出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美景一般，
我们不仅要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一
个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也要把这片最美的
国土留给子孙后代，如此，国家公园的发展才
能实现良性循环。

建设国家公园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记者 沈隽 徐丽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