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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雕琢大森林
密林覆盖了整个山地，枝干粗壮的参天大树

霸道地占据了顶部空间，细细的小树可能是森林

未来的主人，但如今还要先在中低部栖居。生长
缓慢的青冈树干致密，长势旺盛的拟赤杨则是质

地疏松。玉米须一样的松萝骄傲地挂在树枝上，
用它的存在炫耀着生态的完美。如果有幸，还能

撞见个体或成群的国家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
或与一只黄麂“偶遇”，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比

大熊猫还珍贵的黑麂。

这是钱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古田山片区通
往顶峰青尖的路，平时是用一扇铁门、一把铁锁

封住，连科研人员都会尽量减少进山的次数，避
免哪怕是稍稍破坏生态。你以为脚步已经很轻

了，但还是远远不够，脚下踩到的一粒种子，可能
都会导致一个生命还没有开始就已告终。

一棵长达二三十米的马尾松“遗体”赫然倒
伏在山林中间，最粗的腰距达到 80厘米。作为

“先锋树种”，马尾松是最早落户在这片森林的居
民。许多年前，一粒粒马尾松的种子被风送到这

片山地上，浅浅地扎下根，便开始迅速生长。它营
造出崭新的生态环境，为后来乘风而至的常绿阔

叶树种提供了生存的天地，宽阔的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带在缓慢的生态演化中逐渐形成。然而，它

的“母亲”马尾松却在两三百岁之后，迈入风烛残
年，有一天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下，长眠于它哺

育过的森林。最终，马尾松将全部退出这个生态

系统，一些山坡上已经全然没有它的影子。它的
遗体横卧在山道中间，却丝毫没有被移动，人们

认为森林是它最好的归宿，而它的生命则在依附
于枯木的另一些物种上延续，比如菌类。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借助山川、河流与大气

循环，雕琢了地球表面现在的模样。在北纬 30度

地区的欧洲是茂盛的草原，而在中国，由于青藏
高原的隆起，形成了东亚气候和梅雨季节，生长

出世界罕见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但由于频繁
的人类活动，低海拔地区如长江中下游地区、四

川成都平原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遭到严重破坏，
钱江源国家公园由于地处深山，且生态保护较

早，硕果仅存。而且，多数地区的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海拔高于 800米，这里却在海拔低于 800米的

地区“奢侈”地拥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且原真性
和完整性令人惊叹，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丰富，大

大增加了它的生态与研究价值，也是它入选我国
2015年启动的第一批 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

区之一的主要原因。

前身曾是伐木场
钱江源国家公园位于浙江省开化县，长三角

经济发达地区唯一的国家公园试点区域选择了

这里，不是偶然。
通往青尖这条路，今年 53岁的陈声文已经

走了 31年。自从 1989年 3月从学校园林专业毕
业来到古田山自然保护区，他再未离开，如今在

钱江源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队科研监测中心
任职。古田山保护区 80.7平方公里的山林里，到

处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在他眼中，山上的每一株
树都像他的孩子，放眼望去，仿佛都有着自己的

名字，十年、二十年，无论树木枝叶怎样生长变

化，他一眼扫过去也能认出来，“就像父母亲永远
不会忘记自己孩子”。

他见证了当地生态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的全
过程。“我办公室所在的这间平房，1973年以前

是伐木场仓库，边上的旅游售票处是锯板厂，做
浙皖赣铁路的枕木料子。高台上的平房是职工

子弟的小学校，当时伐木场有 2000多名工人。”
步入山门，陈声文习惯性地将目光落在两边的

山林上。
“1973年，诸葛阳和郑朝宗两位教授来到这

里采集植物样本，看到采伐木材破坏山林，非常
痛心，回去后就写了一封信给开化县政府，当年

采伐就停止，1975年升级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这
对古田山原始森林的原真性保护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讲话喜欢开点玩笑的陈声文讲到这
段经历时，语气严肃，充满敬意。

1999年，开化县委、县政府在中国率先提出

并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2007年，建成省级

生态县；2010年，成为国家生态县。
31 年中，陈声文记得最清楚的日子就是

2001年 6月 17日，那天是他为之奋斗了若干个
无眠的日日夜夜收获硕果的日子。他回忆，省级

自然保护区各种经费有限，上山巡护背只军用
包，挎个军用水壶，带点干粮，再也没有别的装

备，科研也没有受到重视，想做点研究只能自己

小打小闹。“我们几个技术员就想着一定要去争
国家级，就一天到晚在大山里跑，山上的林木种

属，植物群落分布状况，全部是我手写登记，一共
19本林班卡 1119个小班。”至今，这些资料他还

完好无损地保留着。
2001年 6月 17日晚，他一直坐在电视机前

守着，眼睛眨也不眨地看央视的新闻联播，亲耳
听着播音员宣布国务院将古田山升级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这一次升级，使古田山的命运发生历史性转
折。这片全球罕见的大面积低海拔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的珍贵价值终于为世人所知。

国家公园的难题
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北端，一股清流由顶峰

莲花尖发源，在山谷的碎石间跳跃着，流出深山。

谁也难以料到，这股平淡无奇的水，会流淌成哺
育了钱塘文明的钱塘江，“浙江”的名字也由它而

来，被誉为“天下第一潮”钱塘江大潮更是世界一
大自然奇观。1999年，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成立，

生态保护随之升级。

南至古田山，北抵钱江源，两者遥遥呼应，兼

之中间连接的生态区，由南向北涉及开化县苏庄

镇、长虹乡、何田乡和齐溪镇，构成了 252平方公里
的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辐射同属一个生态系

统的江西省婺源县、德兴县和安徽省休宁县的 3镇
7村，彼此一衣带水、山林相接，难以分割。

难题接踵而来。它是 10个试点的国家公园
中人口最为密集的一个，农田分布广泛；由于历

史沿革，林地性质复杂，集体林占比近 80%，还有

村民的自留山和流转山；中间地带多为次生林和
人工林，生态系统较南北两端脆弱……此外还有

野兽伤农、化肥施用、百姓生计一系列问题，当地
还有烧柴做饭、取暖的传统，跨省生态保护又谈

何容易？
2019年 7月 2日，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

开化正式挂牌，由省政府垂直管理、纳入省一级
财政预算、由省林业局代管，省林业厅副厅长任

管理局党组书记，县长任局长。钱江源国家公园
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汪长林介绍，管理局通过与地

方政府建立的交叉兼职、联席会议、联合行动等
机制，形成了“垂直管理、政区协同”的管理体制。

浙江人的实干与胆识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再

一次体现无遗，短短一二年内，管理局破解体制
困局、生态保护、科研监测等方面的举措创新达

24项。最具代表性的是集体林保护地役权改革、
自下而上推进跨省联合保护和科学恢复人工林

促进森林生态功能提升。
谁动了我的蛋糕？在林地权属触及个人权益

的敏感地带，管理局巧妙地绕过雷区，在不改变

林地权属的情况下，实现了集体林统一管理。身
段之灵活，决策之大胆，可见一斑。

    ———钱江源国家
公园试点纪实 本报记者 姜燕

雨，沙沙地掠过一望
无际的林海，茂盛的植被
覆盖了广阔的山地，交互
出现的深绿和浅绿，写意
出密林之下的地形。这是
浙江省开化县浙皖赣交
界，拥有全球罕见的低海
拔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一

条清澈的溪水由此而出，最终
成为闻名天下的钱塘江，使这
一片原始森林拥有了当下的
名字———钱江源国家公园。

今年 9 月，作为我国
2015 年启动的第一批 10 个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区之一，
它接受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的验收。它是长三角经济发达
地区唯一的国家公园试点区
域，能否顺利正式挂牌？值得
期待。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不是
单纯的科研和生态系统保护，
而是一场充满挑战的社会试
验，要求人们用工匠级别的管
理技术，将区域内的社会性与
自然性高度融合，使生态保护、
利用和传承达到最佳状态。 森匠

人与自然共生
人重要，还是生态重要？钱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基础上提出了“原住居

民为本”，通过生态补偿政策与品牌增值体系建

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长虹乡桃源村村民程学春今年 50多岁，桃

源村是钱江源国家公园 4个农田地役权改革试

点村之一，此项试点为全国首例，试点成熟后，将

在公园全境推广。程学春和老婆平时打打零工，

孩子在城里工作，家的两亩多农田一直荒着。这

次改革中，他们将农田流转给大户统一种植，国
家公园按每亩每年 200元补给大户，农户则可以

与大户签约，得到一笔流转费用，还可以受雇在
自家田里干活。

开化县流转大户佳艺农场主方进林介绍，长
虹乡桃源村共流转农田 141.77亩，年流转费 9.6

万多元，主要种植高山生态水稻和油菜。“不能使
用化肥和农药，种植有点难度，产量明显减少。”

方进林说，但国家公园地役权改革的补偿能够弥
补损失，而且生态效益不可估量。

统一交给大户种植是考虑到种植标准可控，

能够严格控制不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在
试点农田生产出的大米由政府以不低于 5.5元/

斤的保底价收构，并以不低于 10元/斤的价格销
售，保护地上出产的产品可以永久使用国家公园

相关标识。“等市场成熟，政府就可以退出这一环
节，由市场来主导这项改革。”汪长林说，钱江源

国家公园绿色产业发展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程学春家此前也参加了钱江源国家公园全

境集体林地役权改革，得到每年每亩 43.2元的补
偿。由于是集体资产，各个乡村可以根据村民大

会的讨论结果，灵活处理这笔费用，有的村直接
把钱发放到村民手中，有的如苏庄镇唐头村用这

笔钱给村民买了医疗保险，有的则留在集体统一
使用。相应地，农户要履行的职责之一就是严禁

采伐。钱江源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队长虹执法
所工作人员周崇武说，村民的接受度很高，受影响

较大的是流转大户，有大户提出补偿金低了，要求
延长流转期限等，由于县乡村级流转方式的不同，

具体仍在协商。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在 2018年 6

月已经完成，这项创新突破了浙南林地集体林占

比高的瓶颈，大大推动了生态保护的进程。

此外，柴改气试点、巡护员等公益岗位设置，

既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也增加了农民收入，钱
江源国家公园办公室主任朱建平说，公园每年投

入 2000万元用于乡村治理。不少农民还参加了科
学研究，江福春等 4人还受聘于中科院植物研究

所古田山台站，成了“农民科学家”，苏庄镇唐头村
的方初菊则受聘于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站。

国家公园还提出“未来乡村”的概念，汪长林

说：“国家公园里的乡村叫未来乡村，将智能化信

息化的手段应用到国家公园社区，包括特色小
镇、入口村庄等地，让当地的老百姓有高度的生

态自信、生态自觉，并影响进入公园的游客们。”
既然是国家公园，里面的人为何不全体迁

出，农家乐也取缔或升级？这里包含着人们一些

认识误区。国家公园本身包含游憩功能，在接近
钱江源头景区的途中，沿途可见集中连片的农家

乐，钱江源头“第一村”的齐溪镇里秧田村村书记
张树林介绍，里秧田村的农家乐就有 38家，占全

村总户数的近三分之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古田山生物多样性科学定位研究站副站长米湘成

副研究员表示，如果农民没有收入来源，也可能上
山砍柴、打猎，破坏山林，只要控制农家乐数量，严

格管理，提升品质，是没有问题的，而游客也主要
集中在游步道上，并不进入森林，影响也较小。汪

长林介绍，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开展“钱江源
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建设。针对农家乐，钱江

源国家公园正在申报“鹇栖”品牌，未来的钱江源
国家公园“鹇栖”农家乐将开展特许经营，组织相

关培训，着力引进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理念，将国
家公园农家乐打造成自然教育的重要基地，成为

钱江源国家公园品牌增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动物与人的矛盾有时也很难解决。有

人耕种的地方，野生动物的食物链更有保障，而
老百姓的损失补偿仍是难题。虽然有野生动物肇

事保险，但大多数损失达不到赔偿标准，“比如有
的 20棵玉米被拱，有的一小片田地遭殃，都只能

暂时备案”，陈声文坦言。汪长林表示，未来可以
完善保险制度或政策调剂，或者通过科学监测和

人工干预进行种群调控。

破题跨省保护
56岁的江清明穿一身迷彩服，瘦小精干，正

在帮村里一户盖房的人家打小工。他的户籍所在

地是江西省婺源县东头村，现在被聘为钱江源国
家公园霞川－东头联合保护站的巡护员。东头村

与开化县长虹乡霞川村仅隔一条数米宽的小溪，
两边通婚往来极为频繁。

江清明在当地是个“名人”，绰号“狐狸”，20

年前开始捕猎，因为手段精明老道，能从脚印、粪
便和食物中摸清动物的通行路径，山里的野鸡、

兔子甚至黑熊都难逃其手。他最“骄傲”的是曾经
发现一只野猪正在为 6个小猪哺乳，伸手下去一

手一只，每只 6斤重的小猪让他着实赚了一笔。
但如今成为巡护员的他被问起捕猎往事，脸顿时

涨得通红，表情尴尬。去年，钱江源国家公园推进
自下而上的跨界合作，成立联合保护站，他和另

外 3名江西农民也被聘为巡护员，曾经的猎手变
成了大森林的保护者。

国家公园周边江西婺源县、德兴县和安徽休
宁县共 151平方公里的山林同属一个生态系统，

植被相同，动物更是经常无界穿梭。但是体制的
束缚使跨界保护举步维艰，这一问题同样摆在一

些同期试点的其他国家公园中。相对而言，监测
和科研上的交流还相对简单。国家公园布设全境

网格化红外相机监控时，除公园范围内安装外，
在外围安徽、江西毗邻区域也装了 241台。但涉

及区域划界、地役权改革等问题时，便难以推进。
不能采取同样的保护机制，生态系统整体的

原真性和完整性难以保全，化肥农药的施用也会
通过水循环对区域内环境造成影响。

国家公园谋求区域合作的脚步从未停止，前
不久，汪长林又去江湾镇交流，商谈合作。“从几

年来交流的情况看，抛开行政因素，自下而上的

合作很顺利，几个邻县的积极性都非常高。”他
说，在目前自然资源共同保护的大背景下，三省

都是千方百计保护动植物，有这样的基础，商谈
推进一些跨界管理不难。除 2017年 12月三省四

县共同发表《开化宣言》，通过司法护航钱江源国
家公园生态保护外，还在协议基础上与江西、安徽

的 7个村、休宁县岭南自然保护区建立考核机制，
列出许多负面清单，采取百分制，定下每村每年 8

万元的激励基金，村里做得好，钱就百分百给村里，
哪里做不好，就扣分。

“不涉及任何主权、产权问题，事情就简单得

多。”汪长林说，将来还要在林地和农田的地役权

改革上动脑筋，在
不涉主权的前提下，

参照地方的管理要
求，禁止使用化肥，纳

入补偿和公园绿色品
牌建设体系等。

树顶上的研究员
地球上有三种地方，生

物物种丰富，却因难以抵达

而鲜为人知，一是深海，一是
沉积物如河底泥，一是林冠。

在古田山片区，尚未迈山门，
抬头便可见一架巨大塔吊凌架于林冠之上，它是

在建树屋？当然不是，这是科学家 2018年 5月在
钱江源国家公园放的“大招”，专门研究林冠生

态。它由独立高度 60米和半径 60米的塔吊系统
组成，吊臂可以 360度旋转，覆盖 1.13公顷的森

林面积，在塔吊周边，建有一个东西长 140米、南
北长 160米的永久样地，每棵胸径在 1厘米以上

的树都事先刷上红漆，定好坐标，便于观察、研究

森林冠层生物多样性。
“比如树顶的附生植物，大树上光合速率的

日变化，生活在上面的昆虫，以前都很难研究。”
米湘成说，很多昆虫学家想了很多办法，有的向

林冠喷雾，昆虫死了掉下来，才能采集到样本，还
有的是用高枝剪剪下枝叶。有了塔吊之后，就可

直接把工作人员吊到树冠上面采样。现在世界上
有 20个这种塔吊研究森林，中国有 8个。

科研是钱江源国家公园的重点，罕见的低海
拔原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青

睐，自升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全国多个科研院
所和高校师生纷至沓来，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耶鲁大学等欧美
国家的学者也慕名前来考察、设立项目。至今，钱江

源国家公园内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发表的论文达
400多篇，其中有 230篇发表于国际期刊，这些期

刊包括最有名的科学杂志如“SCIENCE”，各种项
目培养了 9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2005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田山生物
多样性科学定位研究站设立，在钱江源国家公园

古田山片区建成 5公顷动态监测样地，开始了在
钱江源国家公园对常绿阔叶林的长期定位研究。

后又建成我国亚热带地区第一块 24公顷常绿阔
叶林动态监测样地，成为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

测网络。2009年成立古田山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气

候变化研究站。
米湘成介绍，大样地的目标是监测天然林的

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即使是拥有
很多大树的老龄林，也是在全球环境变化下不断

变化，它是一个个体在不断交替更新的群体。我
们就要监测它的变化。”米湘成说，大样地是一个

森林恢复对照的标杆，森林到底要恢复到什么样

的程度可以用大样地作为参照。
“我们通过红外相机，发现白颈长尾雉的种

群数量在持续增加，但黑麂的数量却有波动甚至

下降，这就促使我们寻找原因，设法保护。并不是
把一个保护区围起来，所有生物就得到了保护。”

米湘成说。
科学地恢复生态，让国家公园擦亮了眼睛，

安上了翅膀。国家公园中间连接区的长虹片区和
何田片区，有大面积的次生林和人工林，如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种植的杉木林，以前每年还有采伐
计划，而人工林到了一定时间就会退化。根据中

科院的研究，老龄林比年轻的即刚砍伐过的次生
林生物量要多 12.5倍。如何修复连接地带的山

林？米湘成说：“次生林保持恢复，让它慢慢演
替，人工林间伐即隔几棵砍掉一棵，就像给森林

开‘天窗’一样，让一些天然林的种子能够掉落到
地上，萌发出来，慢慢恢复成天然林。”米湘成

说，中科院和浙江大学目前已在钱江源国家公

园进一步开展实验，探讨如何把这些人工林转
化为天然林。

夏季已然离去，森林即将脱下浓绿的外衣，
换上美轮美奂的彩装，落叶树种枫香的叶子开始

变黄，有一些则开始变红，不久之后，森林将变成
一幅巨大的彩画。与森林为伴的陈声文不禁憧

憬，百年之后，这里将是一片绿海。那时，他们这
些森林工匠已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接下

来就让大自然这个最伟大的工匠，去雕琢地球这
个人类与其他生物共同的家园。

■ 陈声文和同事在国家公园检查红外相机工作状况

■ 科研样地内胸径超过 1?米的树都要标红并挂

上“身份证” 姜燕 摄

俯瞰钱江源国家公园

■ 塔吊用于科研人员研究难以抵达的林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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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江源国家公园境内的钱塘江源头风景优美

姜燕 摄

■ 江西婺源东头村与浙江开化霞川村一溪之隔，

钱江源国家公园在此成立联合保护站 姜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