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拍摄

的“万里长江第一湾”（资料图片）。

新华社 吕雪莉 摄

在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三江源国家公园

黄河源园区内拍摄的扎陵湖风光（资料图片）。

新华社 吕雪莉 摄

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昂赛大峡谷

（资料图片）。

新华社 吕雪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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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建成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

新华社西宁 1月 15日电 （记者

吕雪莉） 日前，《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

案》印发，方案共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

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

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方案还确定

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发展目标、空间布局、

创建设立、主要任务和实施保障等主要

内容，并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建成

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新年伊始，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深圳

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再次助力三江源国

家公园建设发展，为生态管护员捐赠40

套巡护监测设备。

千山堆绣，百川织锦。作为中国首

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三

江源国家公园正向世人呈现出一幅碧草

连天、生机勃勃的大美画卷。

从2016年3月至今，三江源国家公

园经过了5年多的试点探索和1年多的

建设实践，在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

下，实现了三江源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

民生改善三者的有机统一，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之路，

成为美丽中国的靓丽名片。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和建设严格保护自然生态

系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

治理，一步一步将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不仅是三江源，中国的其他国家公

园建设也是蹄疾步稳。2022年，中国最

大湖泊青海湖已获准进入创建国家公园

阶段，计划将于2024年完成各项创建任

务，迈入国家公园行列。祁连山国家公

园已完成试点任务，计划将于今年正式

设园。

青海省林草局局长李晓南说，包括

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以及拟建的昆仑

山国家公园，全部建成后，仅青海省一个

省的国家公园总面积将超过 24 万平方

公里，占到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多。

参与度强、普惠面广，是中国国家公

园建设呈现的一大特点，也是最大亮点

之一。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直接涉及

28个省份，推动各民族群众共绘国家公

园美丽画卷，共享国家公园带来的生态

福祉。

2018年起，青海省政府每年拿出3.7

亿元，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 4

个县 17211 户牧民家庭，每户安置一名

生态管护员，每月收入 1800 元，仅此一

项三江源的民众户均年增收21600元。

45 岁的尼玛扎西是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牧民。

他的家坐落在“黄河源头姊妹湖”扎陵湖

北岸，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

核心区。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

护员，尼玛扎西每天在放牧牛羊的同时，

也巡护着湖泊草场。

和尼玛扎西一样，三江源国家公园

数以万计的生态管护员作为三江源的世

居居民，在守护好家园的同时，也担负起

了生态监测员、国家公园宣传员等诸多

职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澜沧江

源，非政府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

牧民合作社一起，为当地居民提供免费

导游、漂流培训，组织牧民提供雪豹观

察、澜沧江漂流等服务，保护好生态的同

时，牧民收入大幅提高。

在长江源，生态管护员们成立了大

自然摄影队，生态管护员拿着在巡护中

拍摄的作品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级展会和

平台，以三江源的“自然生态之美”斩获

了多项摄影大奖。

“从1872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问世，到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时间

虽然已过去 150 年，但人类运用国家公

园方式更好保护自然生态的主题没有

变。”青海省委党校教授马洪波说。

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

表示，中国正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公园体系，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中国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可能成为中国国家公

园的最大亮点。中国完全有可能走出一

条自己的国家公园治理之路。”杨锐说。

1月15日11时14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以“一

箭十四星”发射方式，成功将齐鲁二号/三号卫星及珞珈三号 01 星、吉林一号高分

03D34星等14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 王晓虎 摄

新华社天津1月15日电 （记

者 周润健） 辞“虎”迎“兔”，农历

癸卯兔年即将到来。由于存在闰

月，这一年是闰年，一年中将会出现

两个立春节气，即“一年两头春”。

2023 年 1 月 22 日进入农历癸

卯年，到2024年的2月10日将迎来

下一个农历新年——甲辰年。细心

的公众会发现，农历癸卯年包含了

两个立春节气，即癸卯年的正月十

四立春（2023年2月4日）和同年腊

月二十五立春（2024 年 2 月 4 日）。

民间称这种现象为“一年两头春”，

也称“双春年”。

“一年两头春”是中国农历历法

中闰年时出现的现象。中国天文学

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

解释说，目前国际通用的公历和中

国的二十四节气都是依据太阳运行

规律，即回归年编制的，所以立春节

气在公历年中的日期基本固定，绝

大多数年份为2月4日，个别年份为

2月3日或2月5日。因此从公历来

说，不论是平年365天还是闰年366

天，每年都会出现一次立春节气，24

个节气也都只出现一次。

而农历是按照月亮朔望变化编

制的，一年的天数是354天或355天，

比公历一年的天数少11天左右，这

样“经年累月”就会产生非常大的“时

间差”。为了解决回归年与朔望月之

间的调节问题，我国智慧的古人在每

19个农历年中增加7个闰月，即19年

7闰，闰月所在的年份称为闰年。闰

年一般是384天或385天。

杨婧表示，“一年两头春”每隔

几年便会出现一次，是正常的历法

现象，对自然气候和季节没有影响，

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更不会产生特

殊影响。

癸卯兔年“一年两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