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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依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通知》（云财资环〔2024〕

150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五、云南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元江自然保护

区”）位于云南省中南部，玉溪市元江县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01°21′24″～102°21′12″，北纬 23°19′12″～23°46′12″。2012年，

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 22378.90公顷 。其中，

核心区面积 9988.2公顷、缓冲区面积 4609.1公顷、实验区面积

7780.6公顷。保护区由两个片区组成，即元江东岸片区（以下简

称“江东片区”）和章巴望乡台片区（以下简称“章巴片区”）。其

中江东片区地处元江河谷东岸，包括元江河谷东岸低海拔区域，



地理坐标：E101°51′46″~E102°21′12″，N23°24′18″~N23°45′42″，

面积 13272.5公顷 。章巴片区地处哀牢山东坡山地，远离元江

河谷，海拔较高，地理坐标：E101°53′27″~102°04′55″，

N23°19′12″~23°25′34″，面积 9106.4公顷 。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

对象为干热河谷萨王纳植被、桫椤、元江苏铁、红花木莲、元江

风车子和原始常绿阔叶林等元江特有植被类型以及珍稀物种。保

护区共涉及甘庄、曼来、澧江、红河、龙潭、洼垤、因远、羊街、

那诺等 9个乡镇（街道），西拉河、甘坝、曼来、桥头、南昏、

因远、都贵、浦贵、伴坤、卡腊、垤霞、罗垤、羊街等 25个村

委会（社区）。保护区存在主要困难和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

方面：（1）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地处处红河流

域腹地，山高坡陡，地质构造复杂破碎，生态稳定性极差。加之，

在长期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保护区周边环境大多已被开

发，使保护区物种失去了向四周扩散的机会，成了生存的孤岛。

（2）自然保护区范围界线长，集体林地占比高。加之，社区群

众依靠保护区采集药材、菌子等非林木产品，获得一定的经济收

入的依赖性强等存在给保护区管理部门带来巨大挑战。（3）社

区共建、科普宣教尚处起步价段，各项设施需要加大投入配备完

善。项目实施内容

集中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业务技能培训及防灭火实战演练、

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月系列活动、采购森林草原防火储备物资



等。一是在重要林区入口设置标语、标牌，插五彩旗，悬挂横幅，

张贴防火令及宣传海报。二是深入周边中小学开展“五个一”宣传

教育活动，对安全防范、安全处置森林火灾和火灾典型案例进行

宣传，使防灭火知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提高全民防火意

识，形成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三是在重点地段、重点林区利用

森林消防车车载广播、19辆巡护摩托小喇叭、便携式音响等巡

回播放省、市、县森林防火条例及法律法规等，对周边群众和入

山人员进行普及、再教育。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安排共计 5,0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省、市、县关于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的要求，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工作方针，稳

步推进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面提升森

林草原火灾科学防控水平，严防森林草原火灾事故发生。切实巩

固元江国家级自然保 1.生物多样性监测：持续对 18条野生动物

样线和 4条外来物种样线进行监测，编制监测报告；完成绿孔雀

监测体系 2025年、2026年两年的运行服务费进行支付；对 20

公顷萨王纳大样地优势树种调查及环境要素监测，采购配备铝

线、铝牌、样方绳、红油漆、刷子、皮尺、钢卷尺等必需的物资，

编制调查报告及监测报告。



2.保护区勘界：对优化整合后保护区变动界线 355.2千米的

界线重新踏勘，并对变动后的界线重新布设 458个边界点，其中

包括 116个定标点。此外，勘界必需的有关设备。

3.智慧巡护系统运行服务：支付 2025年、2026年两年的智

慧巡护系统运行服务费。

4.科普宣传：举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图片展，向社会征集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图片 200张、制作流动展架 40套、

整理标注 200份、图片冲洗装板 200张、流动展出（全包干）20

期、制作视频专辑 1部；举办 2025年第五届“中国萨王纳科学论

坛”；对科研中心萨王纳科普宣传教育展示区建设进行布设；修

建修缮 42m²的标本展示室，布设相关设施设备；制作保护区周

边及实验区内大约 2000棵植物识别牌（二维码）。

5.陈氏苏铁繁育回归：人工繁育回归陈氏苏铁 2000株。

6.临聘季节性巡护监测人员：临聘季节性巡护监测人员 50

名。

7.完成该项目竣工决算财务审计。护区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安全成果，促进保护区安全高效有序发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云南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的实施，可使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和原真性保护得以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效益与社会



效益显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