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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林业局
 

岳市林字〔2025〕2 号 A1 类 同意公开

岳阳市林业局
对岳阳市政协九届四次会议第128号提案的

答 复

向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增进洞庭湖保护治理能力和法治水平》

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1.洞庭湖湿地保护体系建设，已建有东洞庭湖、横岭湖

黄盖湖等三个湿地保护区，6 个国家湿地公园，以及 7 个种

质资源保护区等，依据《湿地保护法》《国际湿地公约》将

湿地划分为国际重要湿地、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保护

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以及实验区，湿地公园分成保育区、

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以及科普与休闲游憩区等，实施差

异化管理。通过科学保护，洞庭湖 2023 年统计 38.18 万只

水鸟，洞庭湖区越冬水鸟的种类、数量双提升。岳阳湿地保

护面积 1916.59 平方公里，湿地保护率达 67.27%，东洞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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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湿地内鸟类就达 378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 18 种，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 74 种。岳阳现在拥有“中国观鸟之都”

的美誉。

2.响应“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号召，将洞庭湖

纳入生态保护红线，从空间管控上做文章，先是关停沿湖周

边工业、采矿、房地产、大力推行生态养殖、退田还湖、进

行生态修复，全区域实施林长＋湿地＋社区创新管理模式，

真正做到了水陆空无死角监控。湖南、湖北两省联合制定保

护计划，统筹水资源分配与污染治理，实现了跨区域协调机

制。

3.为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东洞庭湖国家级保护

区面积从 19 万公顷调至约 15 万公顷，这样从保护层面上更

加科学，解决了一些“老大难”问题。同时从 2023 年起国

家林草局从科学保护出发，保护地工作重新进行了优化整

合，洞庭湖在这次优化整合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将按核心保

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等进行管控，这样解决了资源利用的最大

化、增强了适应性和竞争力、提升了可持续性以及协调效应

等问题。

4.岳阳市充分发挥湿地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打造了“洞庭湖国际观鸟节”、“芦苇艺术节”、“最美长江岸

线马拉松”等生态品牌，另外还开辟了洋沙湖-东湖国家湿

地公园、团湖荷花公园、横岭湖青山鸟岛、东古湖“天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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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新型和经典的湿地旅游线路，正在借助即将在岳阳

举办的 2025 年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关于“完善多元共治体系”

1.公众参与保护洞庭湖湿地。推动建立江豚、麋鹿保护

协会，东洞庭湖生态保护协会，建立志愿者保护和监督平台，

同时培育湿地保护 NGO,推广“民间湖长”“湿地志愿者”机

制，形成政府指导，公众共治的格局。

2.综合协调机构保护洞庭湖湿地。一是建立林业、水利、

资规等多部门岳阳市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领导领

导小组东洞庭湖湿地保护综合协调机构，破除洞庭湖破碎

化、多头管理的瓶颈，实现多部门综合执法管理；二是创建

国际湿地城市领导小组。我市成立了市长任组长,以分管副

市长任副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

员的“创建国际湿地城市领导小组”,在负责创湿协调工作

的同时,还负责协调全市的湿地保护工作。三是湿地同步监

测联动机制。建立在洞庭湖流域,开展包括国家(国际)、省

级重要湿地和重要湖泊、河流等在内的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和

逢八监测制度,各湿地管理机构同步联动,形成了良好的科

研监测合力。

3.信息发布平台。建立了东洞庭湖爱鸟周，鸟类监测公

报等信息平台。充分利用世界湿地日、爱鸟周、地球日等生

态节日,将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与大众分享，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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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开先河第一次将全市湿地类型保护地冬季候鸟监测

数据向媒体发布，这样大众可以以最直观的形式看到岳阳生

态环境逐渐变好。信息平台的建立既丰富了大众的业余生活

的兴趣爱好，又成为湿地保护的参与者，还是湿地保护的监

督者。平台的建立开辟了人人认识湿地，人人保护湿地新的

渠道。

三、关于“加强洞庭湖保护与治理制度建设”

1.地方立法。为了加强洞庭湖保护 2001 年由湖南省人

大常委会颁布《湖南省洞庭湖保护条例》，2019 年由岳阳市

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岳阳市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条例》，2006 年 6 月 5 日由岳阳市政府颁布《关于东洞庭湖

核心保护区大小西湖及濠沟实施封闭管理的通告》，2020 年

6 月由湘阴县人民政府颁布了《湘阴县横岭湖省自然保护区

管理办法》，随着条例、通告、管理办法的相继出台，洞庭

湖保护进入一个法制管理的轨道。

2.规划引领。我局于 2023 年 7 月正式聘请专业团队,并

启动《岳阳市湿地保护规划(2023-2030 年)》(以下简称《规

划》)编制工作。《规划》经征求县市区和市发改、资规、财

政等部门意见,组织市级专家评审等程序,于2023年 11月 29

日经市规委会审查后,12 月 10 日市政府办正式下文(岳政办

函〔2023〕68 号)进行了批复。这也是我省第一部经政府批

准实施的市级湿地保护专项规划。县市区湿地保护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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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该项工作已纳入 2024 年度我市湿地保护和“林长制”

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为了进一步强化该项工作,我局于 4

月 7日下发通知,进一步强调了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县

市区于 11 月 30 日前完成各自行政区域内的规划编制工作。

3.组织机构。岳阳市共有湿地面积 24.47 万公顷，湿地

面积居全省第一，东洞庭湖又是全国第一批加入湿地公约的

国际湿地。在 2018 年成立岳阳市湿地保护中心，统筹全市

湿地资源保护、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等工作，建立了市级湿

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解决了跨区域、跨领域问题。重点县

区岳阳县、华容县、湘阴县以及君山区相继成立了湿地保护

中心，选择东洞庭湖区域、君山大小西湖及濠沟等典型区域，

率先建立“市县-乡镇-村”四级管理体系，初步实现了湿地

保护从“条块分割”向“系统治理”转型。

4.制度创新。一是湿地分级管理制度，发布一般湿地。

在“林长制”激励考核评分办法中,明确将“一般湿地名录

发布”纳入年度的考核评分,并下发《通知》督促各县市区

将 30%以上的一般湿地纳入第一批名录发布之中。通过上述

举措,岳阳市已有 8 个县市区发布一般湿地 34 块,面积已达

13402.67 公顷。二是湿地保护专家咨询机制等。为全面推进

我市湿地保护工作,2024 年 4 月 1 日由市林业局向各县市区

林业主管理部门发文，要求各县市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建立湿地保护专家咨询机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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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此项成果已基本完成，并按成果正在运行实施。三是岳阳

县推进洞庭湖综合执法。岳阳县成立由环保、渔政、水利、

公安、交通等部门洞庭湖综合执法中心，定期开展联合巡查

和专项整治行动，推行“一湖一策”管理模式，引入无人机、

卫星遥感监测、水质实时监测系统，提升执法精准度。通过

综合执法以来，非法捕捞、采砂案件显著减少，湖区水质明

显改善，湿地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候鸟栖息地保护得到加强。

今后我局将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林业局的精心指导下，围

绕“1376”的总体思路，抓住岳阳今年认证为国际湿地城市

授牌机遇，努力把洞庭湖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感谢您对增进洞庭湖保护治理能力和法治水平提出合

理化建议。

岳阳市林业局

2025 年 5 月 10 日

承办负责人:杨晓兰

承办人及联系电话:米岳军 13975095530 0730-8845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