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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凉了，我们要抓紧修整大棚，开始种
植红托竹荪了！”寒露时节已过，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叉镇新高峰村，村民符国华正在忙着组织人
工修整菌菜轮作基地大棚，种植菌菇。

4年前，符国华等118户村民从位于鹦哥岭
腹地的南开乡原高峰村整村搬迁至牙叉镇附近，
开启新生活。

生态搬迁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重
要任务和标志性工程，海南于2019年启动国家公
园生态搬迁计划，分两批对全省4个市县位于国家
公园核心保护区内村庄进行整村易地搬迁。

在推进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生态移民搬迁
中，海南开创了农村集体土地与农垦农场国有
土地等价置换的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搬得出、留
得住、能致富和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互促”
的路径。

“搬下山的日子，越过越好了！”符国华说，搬迁
下来不仅住进了新居，还有人均补偿5亩可开胶的
橡胶林，有关部门还引导村民一起建设菌菜轮作基
地，在橡胶林下种植菌菇，村民的收入普遍比以前
高许多。“一系列政策措施让大家都很安心，更重要
的是青山绿水得到了保护。”

当生态、生产与生活相遇，绿水青山“价几
何”？该怎么“变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探
索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模式来作答：

开展国家公园范围内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成为全国首个发布GEP核算成果的国家公
园。今年7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
金钟藤修复项目在海南林业碳超市小程序平台上
线，探索热带雨林碳汇资源价值转化。

合理规划建设国家公园周边入口社区、特色
小镇，适度开展自然体验和游憩活动等多种形式，
推动当地和周边居民共同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
和特许经营。如霸王岭片区的王下乡，当地村民
依托国家公园生态资源和黎族特色文化吃上“旅
游饭”，年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推进智慧国家公园建设，启动智慧雨林大
数据平台、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等项目，提升生
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及科研管理水平，最大程度
地减少人为干扰，把更多的空间让给雨林，确
保雨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
性不断提升，园区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

加强科普教育，通过在国
家公园周边学校设立自然教
育学校、征集国家公园标志
性内涵、新生猿婴姓名，组织
开展“雨林与您”体验活动、研
学活动，举办国家公园建设主
题展等，多形式、多角度展现国家
公园新风貌。

截至今年4月，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共聘请1700
余名生态护林员，其中本地
居民1453人，他们成为保
护、宣传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的前线队伍。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分局
水满管理站站长王道真说，
除了日常巡护，他还负责给
游客、学生科普宣教热带雨
林知识，“科普热带雨林知识，
让大家知晓雨林，爱护雨林，
是我们的使命。”

生态、生产、生
活“三生”共融，
雨林里，正在演绎
和谐共生的海南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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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三周年，促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守护青山绿水 奏响生态乐章

琼岛腹地，林
海莽莽，4269 平
方公里的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
内，生命律动在奔
腾，自然交响乐在
奏响。

海南热带雨
林，是我国连片面
积最大的大陆性岛
屿型热带雨林，也
是岛屿型热带生物
多样性和遗传资源
的宝库和海南岛生
态安全屏障，具有
国家代表性和全球
保护意义。

2021年 10月
12日，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正式
设立，成为我国首
批 5 个国家公园
之一，开启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新
篇章。

三年来，海南
将国家公园建设视
为“国之大者”，将
其列为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 12
个先导项目之一，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的标志性工
程，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公园管理，推
进雨林生态修复，
打造绿色生态屏
障，改善社区居民
生活，开展各类科
普宣教活动，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典范。

通体金黄，形如中国古代的金色酒
樽，从枯枝腐叶里破土而出，像一盏盏“黄
灯笼”。这是科研团队近期在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发现的新物种
——金樽水玉杯。

雨林里的“秘密”总是层出不穷，让无
数人向往、亲近。当人们走进雨林，就犹
如走入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兔子
洞，撞见一个充满探险和惊喜的世界。

雨林是热闹的。海南湍蛙攀爬在河
谷溪流旁的石壁上，发出“吱、吱、吱”连续
鸣叫声，海南长臂猿攀吊在树杈上发出拖
着悠长尾音的“呜”声，与虫吟、兽鸣混杂
在一起，共同开启生机勃勃的一天。

雨林是多彩的。三角状的枫香树树
叶纷纷落下，从金黄到橘黄，再到火红；大
果榕的树干上挂着一簇簇黄澄澄的果实，
乌灵芝悄悄地从地上冒出了紫乌色的菌
盖头，热带雨林，不止于青绿。

万物生灵，在雨林里恣意生长。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特色可概括为“四最
一宝库”，“一塔一遗产”。

“四最”，是指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
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
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
在海南岛中南部山区，自低海拔至高海
拔，分布着季雨林、低地雨林、山地雨林、
热带云雾林等垂直明显的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在植被类型、物种组成和旗舰物种
上表现出较高完整性，热带自然生境维持
极高原真性。

“一宝库”，这里拥有全世界、中国和
海南独有的动植物种类及种质基因库，构
成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
初步统计，有3653种野生维管植物，540
种陆栖脊椎动物生活在这片雨林里。

这里是海南岛的水塔，国家公园是全
岛生态制高点，是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
等主要江河的发源地。茂密的热带雨林，
形成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以及重要的防
风、防洪生态安全屏障。

这里还是黎族同胞集中居住区，黎
族同胞世代传承的黎锦、黎陶、黎歌黎舞
等民族文化丰富多彩，黎锦技艺进入国
家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当前，我省林业部门正在牵头申报“海南
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世界文化和
自然双遗产。

早晨，海南长臂猿群穿梭在雨林中，
迎着朝阳一起“合唱”，在树间觅食打闹。
在多方努力下，这一全球极稀有的灵长类
动物，如今种群逐渐增加，数量增至7群
42只。

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是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之
一。近年来，海南把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确
定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的6
大标志性工程之首高位推动，积极探索建
设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模式，着力打造国家
公园建设“海南样本”。

体制是基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在建设之路上，探索出一批具有推广价值
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成果：

建立扁平化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在省林业局加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牌子，整合了原有20个自然
保护地管理机构，设立7个分局作为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二级管理机构，管理上
更加顺畅高效。

独创国家公园综合执法双重管理体
制——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牵头负责指导
协调监督国家公园区域内综合行政执法
工作，森林公安承担国家公园区域内的涉
林执法工作，其余行政执法职责由属地市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

建立社区协调管理机制——省级层
面成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协调
省级委员会，由7个管理分局牵头成立各
片区社区协调委员会，共同协调解决资源
保护和社区发展问题。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出
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等制度、办法、规范，推动国家公园管
理法治化、规范化。

建立保护研究长效机制——设立海
南国家公园研究院，以科研项目为导向，
面向全球招募生物多样性领域顶尖人才，
建立起汇集300多名国内外生物学、生态
学等多学科、多层次的全球智库。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机制
不断完善，管理理念持续革新，创新探索
正在持续进行中，直至将国家公园的宏伟
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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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黎母山片区，
植物的种子正在发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方山 摄

金樽水玉杯。卢春洋 摄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生仔细寻找藏在角落里的大型真菌，为海
南热带雨林大型真菌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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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雨林自然音乐汇在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吊罗山片区举行。图为童声合唱主题曲《家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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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
区，海南长臂猿带着幼崽觅食。

关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三周年”

（本版撰文/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