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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景观稀有景观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呵护大自然的呵护大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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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美国国家公园无人的荒野，在中国的国家公园
中，处处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百山祖国家公园就是如此。它
并非抽象的疆域，还包含着一个又一个村落和鲜活的人。通
过他们，得以窥探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微观历史。

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祥地，2014年，“庆元香
菇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龙泉青瓷传统烧
制技艺已有 1700余年的历史，2009年，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全球唯一的陶瓷类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龙泉宝剑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二千六百多年，龙泉
宝剑锻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庆元是廊桥之乡，境内仍保留着 100多座风格各
异的古廊桥；域内有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东地区唯一
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是畲族文化发展的高地，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所有这些都印证了，在这里，人与自然长期和
谐相处。

于是，于丽水而言，国家公园创建不仅需要努力找到保
护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点，也需要树立一种关联经济发展的全

域布局观。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根据这一理念，丽水按照

“园内顶格保护、园外联动发展”思路，全力构建“保护控制
区+辐射带动区+联动发展区”三层级全域联动发展格局，让
百山祖国家公园不仅成为引领市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重要
平台，也成为丽水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关键之举。

根据已完成的《百山祖国家公园旗舰型开发项目研究》，
可以看到这三层级联动布局的具体谋划：

保护控制区，以生态保护、科普教育、自然体验为发展重
点，谋划科普教育基地、天文观测基地、气候养生基地、徒步
骑行基地、生态修复基地、森林康养基地、森林露营基地、自
然体验基地等八大基地。

联动发展区以丽水市区以及龙泉、庆元、景宁为范围的
一级联动区，重点整合中心城区旅游、商业等资源，谋划一个
国家公园客厅和三个国家公园综合服务中心；以云和、遂昌、
松阳、青田、缙云为范围的二级联动区，以旅游、生态农业等
产业为重点，实现与国家公园联动发展。目前，正围绕全域

联动发展谋划一批包括机场、铁路、高速、省道、绿道、水利等
在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旗舰项目。

而辐射带动区则以 9个公园入口为依托打造一批国家
公园小镇，构建形成环国家公园产业带。“在国家公园的外围
建设一批入口小镇，既是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的需要，也是集
聚人口发展经济的需要。”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办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已完成三个主入口社区规划编制及十个特
色小镇规划编制。

除此，创建工作全面推动以来，各相关县市、各有关企业
主体，纷纷围绕森林康养、气候养生、有机食品，科普教育、天
文观测、自然体验等，结合自身实际和特长，打响了国家公园
品牌、创新了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让隐藏的“生态密码”不断
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

放眼未来，可以预见的是，百山祖国家公园将是一个引
领全市域绿色发展、惠及全市人民的大工程，在保护生态的
前提下，通过有限度地合理利用资源，兼顾保护与发展，实现
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全域联动发展共享生态红利

初夏的百山祖国家公园满目苍翠，林间清澈溪水潺潺，伴随着鸟叫和虫鸣，构成动人的自然和谐之景。
在这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在繁华富庶的浙江，除了平原和滨海，还有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森林同样令人陶醉。那里

是瓯江和闽江的源头，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一直为学界津津乐道。那里有保护完好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也是白
颈长尾雉、黑麂等中国特有珍稀濒危物种最后的“基因保护地”。虽然生态和科研价值无可取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
的山水却寂寂无名，淹没在江南数不尽的奇山秀水中。

随着“国家公园”在这里创建与亮相，对于这块秘境的探索也进入全国视野。三年时间倏忽而过，致力于使宝贵的自然资
源、文化遗产永久保留、世代传承、全民共享的百山祖国家公园，已日渐成为创新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平
台，展示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面向世界的“美丽名片”。

国家公园意义非凡。它们是中国不同海拔、不同纬度上
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

百山祖国家公园是中国沿海地区自北向南的第一处高
地，平均海拔 1122.9米，范围涉及龙泉、庆元、景宁 3县（市）
10个乡镇 32个行政村，面积 505平方公里。在这里，峰岭、
峡谷、瀑布、湿地、古夷平面遗址等地貌复杂多样。在百山祖
国家公园龙泉片区发现的两块久于 40亿年的冥古宙锆石，
保存记录了地球上最早的变质作用，也见证了百山祖园区历
史久远的地质变迁。

在动植物学家眼里，它的地位更是无可取代。如果在地
图上搜索，会发现世界同纬度其他地区大多为荒漠或荒漠草
原，但在中国并非如此，而丽水这处江南秘境又格外特殊。由
于海拔差异大，在垂直尺度上跨越了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
温带和中温带4个气候带，这里具有典型的山地立体气候，成
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百山祖国家公园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生长的天堂，百山祖
冷杉则是“明珠”。在庆元县百山祖海拔 1755米处的避风谷
地，从保护围栏向内望去，可见两株并肩而立的百山祖冷
杉。另有一株，则位于海拔较低的位置。它们树皮灰黄，身
形也并不伟岸，看上去平凡无奇。然而，正是这三棵其貌不
扬的古树，竟是来自一亿年前第四纪冰川期的“稀客”。1963
年，这个珍贵稀有的物种被人发现。由此，开始了长达 57年
的保护拯救工作。它们寂静地生长，为世界留下了一个破解
亿年前地球生态之谜的密匙。

不仅如此，这片原始密林还是南方红豆杉、红豆杉、钟萼
木等中国特有物种的生长地，黑麂、穿山甲、黄腹角雉等珍稀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这里，目前采集标本和鉴定记录的有
632种，是全国野生大型真菌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层林尽染，千峰堆绣绘美景。维护好生态是百山祖国家
公园的生命线。一年多时间里，百山祖国家公园依托中科

所、浙江大学等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监测
与研究。

2020年7月10日，在庆元片区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阳
彩臂金龟”，其曾于1982年被宣布灭绝。

2021年 1月 19日，丽水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丽水发现一个两栖动物新物种——百山祖角蟾。

如今，随着全国首个野外博物馆——百山祖国家野外博
物馆的落成，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感知这片土地的自然魅
力。有别于室内博物馆，“野外博物馆”的独特性在于其够

“野生”。它以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作为自然展品，在山水
间、峰谷中，通过一块块展牌、一条条展线，构建起原生态的
自然展示空间。而身临其境的人们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展
牌上的二维码，就能一一解锁自然现象背后的故事。目前，
已建设黄茅尖、绝壁奇松、百瀑沟和巾子峰 4条展线。

为全球守护一片稀有的自然景观

去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改革
2020 年度案例征集”活动发布“2020 中国改革年度十佳案
例”。

丽水《创建国家公园“丽水样本”的探索实践》经过专家
评议组多轮评议，从全国近千个改革案例中脱颖而出，作为
优秀地方改革创新实践案例上榜。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具
有开创性的全新工作。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公园设立试验
区，我市率先开展国家公园设立标准的试验检验，先行先试、
创新探索，提出设立方案，开展影响评价，编制形成三项研究
报告，全面深入地试验检验了国家公园设立程序和设立标
准，为今后其他国家公园创建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我国南方山林性质复杂，百山祖国家公园的山林中，
80%以上是集体林，涉及上万名村民的利益。为此，丽水充
分发挥林权制度改革率先探索地的优势，制定地役权改革实
施方案，在不改变集体林地和林木权属的基础上，建立科学

合理的地役权补偿机制和社区共管机制，实现国家公园内自
然资源资产的统一高效管理。

目前，集体林地权籍调查完成率达到 100%，地役权改
革“两决议三委托”协议签订率达到 98.1%，地役权证发证
率达到 97.6%，园区地役权补偿收益可达 2858 万元/年，从
制度上解决了群众利益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
上，丽水率先出台《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质押贷款管理办
法（试行）》，完成了首批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质押贷款发
放，户均可贷 8万元，可盘活资产近 6亿元，真正实现了“资
源”变“资产”。位于国家公园内的龙泉市龙南乡五星村党
总支书记毛右贵说：“通过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给我们村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是靠山吃山，发展理念一
变，发展效果截然不同。每年的固定收入让百姓吃上生态
饭，人人捧上了‘金饭碗’，五星村也从偏远高山农村转变
成了百山祖国家公园村，开启了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致富通道。”

除此，丽水还充分利用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改革试点的有利条件，率先开展国家公园GEP（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单独核算，完成了百山祖国家公园县乡村三级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并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国家公园司法保障
制度，制定出台《关于全市政法系统服务和保障百山祖国家
公园创建的工作意见》《关于服务保障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
工作的意见》等系列司法联合保障机制和措施，充分发挥“一
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基础作用，在执法监督、普法宣传、案
件办理、矛盾纠纷调解、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为国家公园创
建提供司法保障，进行全方位的保驾护航。

目前，丽水还提炼了全域联动发展、实现了国家公园核
心控制区生态搬迁清零、国家公园规划区小水电企业清零、
制定《百山祖国家公园游客中心设计指南》《设立保护地役权
操作指南》《百山祖国家公园步道建设和管理指南》等指南项
目……为国家公园设立、建设提供试验成果、贡献丽水智慧。

为创建国家公园贡献“丽水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