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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打造生物多样性罗山样板
Building a solid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and make 
Luoshan County a biodiversity model

■文 / 余国芳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地处中国河

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地带，位于中国

南北地理分界线和气候过渡带上，南枕

大别山，北依淮河水，自古就有“江淮宝

地、鱼米之乡、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

美称。

罗山是千年古县，也是中国人罗姓

的发源地。罗山的一个“罗”字，就是一

部生态史。罗（羅）姓的来源，最早与

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爱鸟护鸟的罗氏部

落有关，全球罗姓宗亲会在罗山，每年

都会举办宗亲活动。处于大别山区的罗

山非常美，大别山名称有着美丽的由

来，当年中国诗仙李白游历四方，登上

大别山最高峰时，发现“山之南山花烂

漫，山之北白雪皑皑”，不禁赞叹道：“此

山大别于他山也！”这就是大别山名称

的由来。

白冠长尾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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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家园

罗山位于淮河上游，境内淮河干流长44公里，有

100多条支流汇入，流域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30多

条。位于罗山境内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国家

Ⅰ级保护鸟类朱鹮、白冠长尾雉等国宝鸟70多种，是

全球著名的观鸟胜地。罗山人先祖以捕鸟为生，视鸟

为珍宝、为财富，通过张罗捕鸟来饲养鸟类，才有了现

在的家禽家畜。现在的罗山，生活着一群护鸟爱鸟的

人，有志愿者、巡林者、护鸟者、巡河湖者，还有从事研

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群众自发成立的

环保志愿者协会、鹭鸶湿地保护协会等，长年自发开

展宣传保护工作。

近年来，作为国家级生态功能区，罗山县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强化生物多样性

保护为抓手，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持续擦

亮生态环境底色，全力构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格

局，走出了一条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之路。

政府主导，筑牢生态屏障
罗山县认真落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2011—2030年），出台了《罗山县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关于保护朱鹮及其

栖息地的通告》《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

等政策规定，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自然保护

区生态功能。罗山县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投入20多亿元，用于自然保护区、林业生

态、生态廊道等建设，新造林23.7万亩，林木蓄积量达

419.6万立方米，全县森林覆盖率从38.4%提高到44%。

已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10个、生态村198个，国家级森

林乡村18个、绿化模范乡村26个。罗山县成立了生态

建设指挥部，划定了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黄

缘闭壳龟自然保护区、野生金荞麦原生境保护点，设

立鸟类环志站救护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森

林公安派出所等机构，切实为生物多样性保驾护航。

罗山县利用“地球日”“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等节日，深入社区、学校、企业、保护区，开展宣讲活

动。董寨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多年来，罗山县坚持在

保护环境过程中厚植生态优势，加强环境治理、修复，

实施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建设项目，被生态环境部、水

利部列为典型案例。特别是2014年，在县城区实施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淮河源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建立

了杜堰河湿地保护区，仅鹭鸶鸟由原来的9种增加至

目前的13种，打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全民同心，守好生态宝库
罗山县境内分布有高等植物189科1892种，野生

陆生脊椎动物419种，已见有记载的鸟类344种、昆虫

类1734种，被誉为中部地区的“基因库”，这得益于已

形成的公众参与，专家、协会、企业、志愿者高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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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2007年，专家黄治学带着

对朱鹮的深厚感情，从陕西洋县来到董寨，从事朱鹮

的繁育研究。如今，人工放飞朱鹮的第三代宝宝和他

的孙子一同成长，几代人共同守护着这群飞舞的“吉

祥鸟”。鸟类学家吕磊博士从2008年开始，带领团队，

跟随白冠长尾雉、朱鹮、发冠卷尾、长尾山雀等鸟类的

行踪，每年在董寨驻守四个多月从事鸟类研究。罗山

县多部门协调先后设立董寨鸟类、杜堰河鹭鸶林湿

地、河道生态、淮河流域等司法保护基地，形成点面结

合、治防一体的保护网络，实现土地、山林、鸟类、水域

全覆盖。开展环保“绿盾行动”，设立检察保护中心，现

场开庭审理偷盗野生动植物案件，董寨保护区成为全

国“林长+检察长+法官”保护教育示范基地。

群众自发成立董寨观鸟联盟、社工协会等6支民

间公益组织，志愿者达5万多人，常态化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宣传。现有鸟类保护专家30多人、护鸟队员

600多人，10多所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在罗山县开

展生态研究，完成国家专项项目30多项，获得科研成

果27项，科技进步奖8项。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

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典型案例，《董寨故事》《董寨

寻奇》 等节目在国内外广为传播。

“群星”璀璨，打造生态典范
“鸟类天堂”的董寨，栖息着74种国家珍稀鸟

类，最具代表性的是白冠长尾雉和朱鹮。从甲骨文

“罗”“淮”两字可以看出，有山有水的罗山，自古就是

雉鸟的生长地，爱鸟护鸟已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基因。

白冠长尾雉的尾羽最长可达2米，是威武雄壮、英俊潇

洒的象征，曾出现在我国神话传说美猴王和历史英雄

穆桂英的造型头饰上。全球现有雉科168种，而白冠长

尾雉却很稀有。1983年，罗山县率先开展白冠长尾雉

的人工饲养繁育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保护区

内白冠长尾雉野生种群有3000只以上，是全国最高

种群密度区，被誉为“中国白冠长尾雉之乡”。

有“东方宝石”之称的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007年，罗山县引入17只朱鹮，成为国内第一个朱鹮

迁地保护和再引入野化放归地，董寨目前已野化放飞

朱鹮6次127只，野外种群存量超过400只，活动范围覆

盖3省6市十几个县区。朱鹮的成功繁殖、野化放飞及生

存领域的扩张，成为人类拯救保护濒危鸟类的典范，朱

鹮也成为我国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罗山还有很多明

星鸟，比如发冠卷尾、仙八色鸫、蓝喉蜂虎、蓝翡翠等。

以董寨明星鸟为主体的人林相依、人鸟和谐的动人景

象，每年都吸引着上万名国内外观鸟者、摄影爱好者云

集罗山。现在摄影圈有一句经典语录，“未到罗山董寨

拍鸟者，不算是一个真正拍鸟爱好者”。

作者介绍：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委副书记，县政

府党组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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