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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之年，从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印发，《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发

布，再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发布《昆明宣言》，在

向世界彰显着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大国形象

和责任担当的同时，进一步展示了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的成效与迫切。

普洱，北回归线上全球生态保存最完

整、生物种类最丰富的一片绿洲，是“彩云

之南”生物多样性、丰富性的缩影。其境内

拥有16个自然保护区、55种生态系统类型、

5600多种高等植物、1490多种动物，包含

云南省特有动物25种，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西黑冠长臂猿和全国一半以上的亚洲象在

这里繁衍生息。作为全国唯一的绿色经济

试验示范区，普洱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

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关要求，加快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进程，持续完善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机制，创新打

造“茶法绿网”品牌，形成了依法保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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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普洱模式”。

一、高标准构建生物多样性多元共治格局，不

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
高标准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近年来，普洱市人民

政府率先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环保、林业、

水务、农业、公安、工商、海关、住建、国土等有关部门

各司其职、协调配合；2010年12月建立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联席会议工作制度，明确了联席会议组成人员、

主要职责、工作制度。2011年7月制定出台了《关于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定》，为夯实工作协调机制套

上了“金钟罩”。

持续完善各层级政策法规体系。普洱市积极响应

国家和省级层面号召，在全省率先编制实施《云南省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普洱实施方案 （2013-

2020）》；颁布实施《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实

现特有生物遗传资源立法保护；《云南省景东彝族自

治县无量山哀牢山保护管理条例》等系列地方性法

规，是严格落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重要体现；

制定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工作意见》，严密推进普洱

五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被列入2022年国家级自然公

园公示名单；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的指导意见》《关于着力打造“茶法绿网”环境资源

审判品牌的工作方案》等，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

规范性和合理性。

二、多措并举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修复治理，持

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普洱市全面实

行森林资源网格化管理，推行“林长制”“河长制”，停

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实施了思茅河环境综合整治、

野鸭湖环境综合整治、洗马湖湿地“退塘还湿”等工程

建设；稳固开展亚洲象、印度野牛、西黑冠长臂猿、景

东赤子树等极小种群的野外监测、迁地保护等工作，

在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西

黑冠长臂猿野外监测站；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建立了“景东赤子树保护小区”和“莱阳河柿保护小

区”两个极小种群物种保护小区，最大限度保护了特

有生物物种栖息地。

纵深推进执法检查。普洱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有

关部门开展“绿盾2021”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坚持制

止和惩处破坏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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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严格的“禁渔令”“禁猎令”，普洱重点区域实施

长期封山禁猎；同时，定期开展边境地区野生动物非法

贸易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破坏森林和涉野生动植物违

法犯罪行为，加大对生物多样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涉

野生动植物非法采伐、捕猎、贩卖的现象大幅减少。

三、多方位开展司法保护能力建设，落实落细

生物多样性保护各个方面
多点强化司法保障。普洱市人民法院以基层法

院法庭为支撑，以“一县一特色”“一庭一特色”为

路径，通过协调联动保护机制，组建多元共治工作站

和法律服务点，成立了镇沅县“野生古茶树群落保护

法律服务点”、景谷县“宽叶木兰化石保护法律服务

点”、景东县“西黑冠长臂猿保护法律服务点”，挂牌

设立“老安寨古树茶法律服务点”和“芒坝‘鹦鹉村’

法律服务点”，以开展巡回审判、法治宣传、联合执法

等多种形式，推动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针对亚洲象

造成的野生动物肇事问题，成立了中国首家“人象和

谐法律服务点”，搭建起一站式调解工作平台，与当

地党委、政府以及司法所、林业站、保险机构等单位

通力合作，促进保险公司与受损村民达成诉前调解，

及时对亚洲象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全额赔付，实现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多元探索司法协作机制。普洱市人民检察院也积

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司法工作机制，推进“生态检

察”建设，与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

局、生态环境局等行政机关共同签署《关于加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构建信息互通、

问题互商、力量互借、优势互补的协作机制；制定《保护

生物多样性检察意见》，明确认识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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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健全救护保护机制，建立与法院协调沟通机

制，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合力；在哀牢山、无量

山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别揭牌成立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巡回检察室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诉讼服务中心。

创新设立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2021年，景

东县人民检察院携手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景东管护局设立龙街乡新平原石棉厂矿区生

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进一步拓展绿色检察生态保

护链条。该基地集生态司法修复、法治宣传、警示教

育等功能为一体，对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涉生态

环境民事和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案件，通过责令负有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当事人从

事修复劳动或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由专业机构代其

进行专业化的“补植复绿”等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从而达到生态环境“异地补植、恢复生态、总体平衡”

的 司 法 修 复 效

果。经查验，曾经

生 态 损 毁 严 重 的

龙街乡新平原石棉

厂矿区已种下旱冬瓜

树 苗2000余 棵，成 活 率

达85%以上，生态屏障效应

凸显，区域小气候明显改善。

四、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立法宣传，持

续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高度重视公众的普法教育。普洱市建成糯扎渡生

物多样性保护省级教育基地、普洱学院生物多样性科

学教育馆以及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

治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基地。2022年1月，普洱市

生物多样性展示园、特色产业示范园正式开园，成为

普洱市生物多样性成果展示和市民科普教育的重要

“网红”打卡地。

提升宣传力度与热度。普洱市生态环境局充分利

用“5·22生物多样性日”“六五环境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广泛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单位、进学校、进

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活动；邀请中央电视台拍摄了

野生动物救护专题片；在普洱重大会议期间，向与会

代表发放宣传图册；设立举报电话、举报网站等，开通

公益诉讼“随手拍”举报平台，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与举

报作用，营造全民共同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氛

围；在中国率先开展全市及九县一区的生态系统与生

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价值评估，开展全市GDP

与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双核算，并在《生物多

样性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OP13）边会上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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