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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珍稀濒危物种

保护任务重问题整改自检自查报告

市林业和草原局：

根据《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对 2021年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及临沧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开

展市级验收的函》要求，现将临翔区关于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珍

稀濒危物种保护任务重整改的自检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问题来源

督察报告指出：云南省生态环境脆弱，加上一些地方过度开

发利用、局部地区天然林面积减少、林下种植等因素，野生动植

物原生境退化、种群孤立、数量下降等情况不同程度存在，珍稀

濒危物种保护任务重。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威胁高等植物种类

约 2600 余种。其中，滇东南和滇西北地区仍然存在传统采集利

用野生药用植物、兰科植物情况，三七、杜仲等野外种群消失，

石斛、野生稻等分布点急剧减少。绿孔雀等珍稀动物栖息地破碎

化问题突出，种群恢复缓慢。

二、临翔区森林资源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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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翔区林草资源丰富，临翔区林业用地面积 264.14万亩（其

中：乔木林地面积 234.25万亩，竹林 1.68万亩、灌木林地 13.92

万亩、其它林地 14.29万亩），占全区总面积的 68.85%，国有林

面积 68.62万亩，森林覆盖率 63.62 %，森林蓄积量 1703.17万立

方米。划定生态公益林 94.15万亩(其中：国家级 51.44万亩、省

级 42.71万亩)，停伐保护天然林 93.05万亩。有草地 3.26万亩，

湿地 0.18万亩。

临翔区是云南“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之一。据统计，临翔区分布高等植物3700

余种，主要优势树种有云南松、华山松、桦木、云南木荷、栏木

、铁杉、栎类、柏木等。境内野生动物种类较多，共有鸟类312

种、兽类97种。现辖区内建有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临沧澜沧江

省级自然保护区临翔片区），面积36.92万亩；1个国家森林公园

（五老山国家森林公园），面积5.41万亩；1个省级森林公园（小

道河省级森林公园），面积5.32万亩。建立特种保护名录，加强

野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0种，其中：国家

I级保护野生植物2种、国家Ⅱ级保护野生植物8种。有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53种，其中：国家I级保护野生动物11种、国家Ⅱ

级保护野生动物40种、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2种。

三、工作开展情况

（一）开展临翔区生物多样性评价工作，对其资源有效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提出合理建议，并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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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开展保护工作。

（二）加强森林资源监督管理。2021 年底前初步建立森林

资源动态监测预警体系，形成“天上看，地下核，及时督，即时

查”工作体系。严格执行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从严控制

项目征占用天然林、调整保护级别等行为。根据《云南省林下种

植林地利用规范》，明确林下种植的原则和范围，强化监测管理。

（三）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拯救保护。2021 年底前，

建立健全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完善联合执法监管长效

机制，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采集、交易、利用野生

三七、石斛等野生药用植物、兰科植物行为。根据省级提出受威

胁的具体物种种类及其生存区域，采取就地、近地保护措施，确

保受威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加强野生杜仲、野生三七、野生稻

的种质资源保存，适当条件下进行野外回归，促进野外种群恢复。

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

四、下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意识，树牢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观念。二是强化森林资源管护，持续推进森林防火基层基础

防控体系建设、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林政资源管控能力

建设、重点水源林拯救保护、森林病虫害能力处置能力等工程，

有效保护现有森林物种资源。三是加强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的保护

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监测工作，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区、国家公

园、森林公园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四是建立健全以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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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物种为主的资源档案、数据库和保护管理体系，科学规

范地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扎实做好极小种群物种保护

工作。五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开放培育有经济价值的

特种，改善保护区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保障保护区周边居

民基本利益需求，同时促进保护区管理事业良性发展。

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

2023年 9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