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市林业局
岳市林字〔2023〕5 号 C1 类 同意公开

岳阳市林业局
对岳阳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179号提案的

答 复
毛程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洞庭湖国家公园创建的提案》收悉。

现答复如下：

一、建设洞庭湖国家公园的建议对接情况

2023 年 1 月，国家林草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明确了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时间表、

路线图。《方案》遴选出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

立的 5 个国家公园），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完成国家公园

空间布局，但洞庭湖区域不在遴选出的 49 个国家公园候

选区之列，故洞庭湖国家公园的建设目前难以开展相关基

础工作。



二、近年来在推进洞庭湖国家公园的建设中所做的一些

工作

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我局

在推进洞庭湖国家公园建设中所做工作如下：一是加强洞庭

湖综合治理。近年来，借助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并通过

洞庭湖三年整治行动等措施，在洞庭湖内全面清除欧美黑

杨，拆除非法矮围、围网和迷魂阵，禁止非法采砂，复绿非

法砂石码头，退出畜禽养殖，开展湿地生态修复，洞庭湖综

合治理成效显著，候鸟数量稳步回升，江豚等濒危物种种群

数量趋于稳定，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已有较大改观。二是

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根据“中办发〔2019〕42 号”“自

然资函〔2020〕71 号”“湘林保〔2020〕16 号”等相关政策

文件，我局迅速组织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

整合优化工作，在《岳阳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的基

础上，充分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三线”等，拟调出与

岳阳楼-洞庭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重叠交叉部分和一些存在

历史遗留问题的城镇建成区、村庄及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

56474.72 公顷，优化了保护区边界范围和功能分区，解决了

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



发展矛盾突出的问题。三是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批加入《国际湿地公

约》的六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拥有白鲟、中华鲟、黑鹳、

白鳍豚、江豚等濒危物种，2022 年东洞庭湖监测到越冬候鸟

22.47 万只，江豚、麋鹿稳定栖息分别达到 120 头和 200 多

头左右。近年来，我局在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高标准开展候

鸟栖息地恢复、退养还湖、沉水植被恢复、水系连通、杨树

清理迹地等生态修复项目，近三年共完成湿地修复面积

1286.04 公顷，恢复重建候鸟栖息地 7公顷，退耕还湿 0.45

万亩，生态修复杨树清理迹地 1.1 万亩，整治修复岸线 3公

里、洲滩 10 处，水系连通 13.91 公里。扩大了自然湿地面

积，恢复重建退化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有效修复受损湿地生

态，提升了湿地质量。

三、未来工作计划

下一步，根据提案建议理念，林业局作为主办单位会强

化认识，高度重视，进一步跟进国家公园建设规划及有关顶

层设计，进一步争取洞庭湖国家公园建设工作。在未来工作

中，我局将着力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推进落实整合优化工作。

跟踪整合优化工作进度，待国家批复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整

合优化方案后，我局会根据批复方案做好整合、优化及撤销

等方面工作，做好勘界立标，切实解决好自然保护地矛盾冲



突和历史遗留问题，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加强日

常巡护管理。建立常态化野外巡护工作制度，及时制止、查

处生态破坏行为，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全面开展自查自

纠，提升保护力度。三是持续做好生态修复工作。积极争取

湿地保护与修复、生态效益补偿等各类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开展鸟类及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项

目，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

感谢您对洞庭湖国家公园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岳阳市林业局

2023年5月25日

承办负责人：龚凤珍

承办人及联系电话：周军13873033170 0730－8859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