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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金沙冷水河自然保护区

社会经济状况与社区发展对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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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贵阳 550001；3.贵州省林业厅，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2014～2015 年，通过采用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和二手资料收集及农村快速评估（PRA）等方法

对金沙县冷水河自然保护区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分析了保护区社区社会经济基本情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结合保护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对策建议，为保护区的社区经济与自然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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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稀濒危物种和现有天然林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贵州属于南方集体

林区，绝大多数保护区多以集体林作依托，少有国有林。也就是说在保护区成立以前，区内山林已经划分到集体或者划分到户。

而且保护区所在地大都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资源稀缺，长期以来，当地人过着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生活。保护区划定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受到了限制。但为了维持生计和致富脱贫，多数保护区居民依然会在保护

区内索取^源，不仅破坏了保护区的自然环境而且也给保护的管理带来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后，

农民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却因身处保护区而受阻，使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

因此，建立保护区必须同时关注当地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想办法缓解资源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努力实现

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区在 1992年 9月 1日经金沙县人民政府批准建立时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居民生活区纳入了保

护区范围，为了探索和完善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协调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区内居民为主要调查对象，展开

对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社区产业结构、居民对保护区认知情况以及保护区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调查，并对所得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以期为保护区的社区经济与自然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冷水河保护区概况

冷水河保护区地处乌蒙山脉东麓的黔西北高原向中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岩溶地貌十分发育，地貌类型以低中山、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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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峡谷为主，海拔多在 1000～1300m之间，相对高差大，南部白泥窝大山海拔 1884m，为全县最高峰，最低海拔在长征水库下

游天生桥处，海拔 718m。以北亚热带温度凉湿润气候为主，立体气候特征明显。每年平均温度约 13℃，最低的 1月平均温度约

2.8℃，最高的 7月平均温度 23.4℃。年均日照 1105h，阴雨、云雾较多，4～9月日照条件较好，占全年日照数的 78%。年降水

量 1059mm，主要集中在 4～10月，雨热同季。全年无霜期 280d，初霜期出现在 11月中旬，终霜期出现在 3月下旬，冬季雾多

凌冻大。土壤主要有黄壤、石灰土、紫色土及水稻土。区内河流均属于赤水河水系，保护区主要河流冷水河发源于大田乡幸福

村，流经平坝镇苍山村和庆祝村，在大山村与杉木沟汇合。两岸多悬崖绝峭，人迹罕至，河水清澈见底，晶莹透明，水底密布

五颜六色的鹅蛋石，河水终年清凉，即便盛夏涉足也觉得凉气袭人，由此得名。冷水河被命名为全国十大最佳溯溪线路之一；

2014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等单位联合评选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2015年冷水河溯溪运动基地和全国溯溪大

赛被列入贵州省大健康产业项目。

2、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观察法、二手资料收集、访谈法、问卷法等，并结合应用了参与式乡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即通过组成包括当地人员在内的多学科小组采用一系列参与式工作技术和技能来了解农村生活、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乡

土知识等社区基础信息资料，了解农业、林业、农村及社区发展问题与机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工作的全过程都强调农户和当地

专家的参与，从而使结果更具可操作性和易于被农户所接收。

3、调查结果

3.1保护区所在地金沙县基本情况

金沙县隶属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市的东部，东以偏岩河为界，与遵义县接壤，南以乌江为界，与息峰、修文、

黔西毗邻，西靠大方县、七星关区，北临仁怀市及四川省古蔺县。地处黔中丘原向黔西北高原的过渡地带，介于乌蒙山脉与娄

山山脉交汇处，坐落于乌江与赤水河之间。地貌以低山、中山、丘陵、盆地为主，呈不规则镶嵌分布。县域中部以坝地为主，

东部以丘陵为主，西部、南部、西南及西北部以山地为主。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5°47＇35〞～106°43＇24〞和北纬 27°06＇

56〞～27°45＇09〞之间，东西长 91km，南北宽 69km。地处黔中经济区、成渝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杭瑞高速公路、赤望

高速公路及规划中的攀黔快速铁路横跨县境，是贵州省经济强县、中国西部百强县、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色示范县之一。全县

国土面积 2528km2，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43%、毕节市国土面积的 9.4%。分布有汉、苗、彝等 15个民族，辖 25个乡（镇、街道）

241个村（社区），总人口 67万人。

金沙矿产资源富集，境内有煤、铁、硫、磷、硅等 19种矿藏，其中煤炭储量 72.77亿 t，是全国 50个重点产煤县、“西电

东送”工程能源基地之一。金沙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森林覆盖率达 52.03%；金沙文化底蕴深厚，分布有钱壮飞烈士陵园、

红军南渡乌江旧址、敖氏罗氏墓群石刻、清池江西会馆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 2016年金沙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205.55亿元，是 2010年 86.87亿元的 2.37倍，年均

增长 16.8%。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48.7亿元，是 2010年 58.6亿元的 5.95倍，年均增长 42.8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1.31亿元，是 2010年 13.37亿元的 2.34倍，年均增长 14.69%。进出口贸易 2014年实现零的突破，2015年达到 1.88亿美元。

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32.82亿元，是 2010年 11.87亿元的 2.77倍，年均增长 22.56%。农业总产值 39.65亿元，工业总产值 93.65

亿元，第三产业 6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56元，是 2010年 14286元的 1.75倍，年均增长 11.8%。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7904元，是 2010年 4010元的 1.97倍，年均增长 14.54%。粮食总产量 26.66万 t，人均占有粮食 419kg。

金沙县被命名为“中国贡茶之乡”，还先后被授予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全国农业标准化

示范县、国家级食品安全示范县、省级卫生城市等荣誉称号。此外，金沙“湾子辣椒”“金沙贡茶”获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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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金沙贡茶”经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地理标志保护商标，“金沙回沙酒”连续蝉联“贵州十大名酒”称号，“清水塘”牌

清池翠片荣获“贵州十大名茶”称号。金沙经济开发区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台金现代观光农业科技园区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3.2 保护区人口数量及组成

保护区涉及平坝镇、大田乡 2个乡镇 9个行政村，共 1931户 9143人，其中男性 3948人，女性 3195人，男女比例 1.24：

1。户均人口 4.73人，基本都为农业户口。区内人口以汉族为主，苗族次之，彝族第三。其中汉族 3985人，占总人口的 55.79%；

苗族 1951人，占总人口的 27.31%；彝族 1137人，占总人口的 15.92%。受经济条件等影响，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人群较多，文

盲人口主要分布在 50岁以上年龄段。

3.3保护区各功能分区涉及社区分布情况

保护区核心区分布 2个乡镇 8个自然村，计 467户 1823人；缓冲区分布 2个乡镇 8个自然村，计 160户 487人；实验区分

布 2个乡镇 9个自然村，共计 1304户 4833人。

保护区内村组呈分散状分布，居住方式以小聚居方式为主。村组主要分布于山脚或地势平坦的山顶，少数人家零散分布于

山腰。选择居住地点的主要因素是具有可耕土地，其次是水源。

3.4保护区各功能分区的国土面积及其权属

保护区林地面积 8902.53km
2
，森林覆盖率 87.1%。保护区内林地包含国有林与集体林两种成分，按区域划分为：核心区林地

面积 3121.54km2，占保护区核心区的 87.2%，缓冲区林地面积为 1973.46km2，占保护区缓冲区的 96.1%，实验区林地面积为

3807.53km2，占保护区试验区面积的 82.9%。

保护区国土面积 10225.8km2，按土地所有权属，可分为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其中：保护区内国有土地面积 98.6km2，包括

核心区国有土地面积 35km2（新寨村 13km2、庆祝村 20.5km2、光明村 1.5km2），占保护区核心区面积的 0.98%；缓冲区国有土地

面积 10km2（光明村 2.3km2、新寨村 1.5km2、庆祝村 6.2km2），占保护区缓冲区面积的 0.49%，实验区国有土地面积 53.6km2（大

山村 53.6km2），占保护区试验区面积的 1.17%。保护区内集体土地面积 10127.2km2，包括核心区集体土地面积 3546.46km2，占

保护区核心区面积的 99.02%；缓冲区集体土地面积 2044.18km2，占保护区缓冲区面积的 99.51%；实验区集体土地面积 4536.56km2，

占保护区实验区面积的 98.83%。

按土地使用权，可分为国有与个人，其中核心区属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35km2，占保护区核心区面积的 0.98%，缓冲区属国

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0km2 ，占保护区缓冲区的 0.49%，实验区属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53.6km2 ，占保护区试验区面积的

1.17%；个人土地使用权面积达 10127.2km2，其中核心区属个人土地使用权面积 3546.46km2，占保护区核心区面积的 99.02%，缓

冲区属个人土地使用权面积 2044.18km2，占保护区缓冲区面积的 99.51%，实验区属个人土地使用权面积 4536.56km2，占保护区

实验区面积的 98.83%。

3.5保护区社会经济状况

3.5.1基础设施状况。保护区内社区基础设施一般，较区外的略差些。目前，区内各乡（镇）村已完全通水泥硬化路。供水

主要以自来水为主，多有村寨集中供水点，污水处理率低。无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无垃圾处理设施。区内各村已实行了农村

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各村寨均分布村级卫生室。村民患普通伤风感冒类病症可以在村级卫生室治疗，严重的需要到乡镇卫生院

进行治疗，若是重大疾病的治疗则需要到县城或者贵阳就诊。保护区内行政村教育条件较好，均有完小，初中则需要到乡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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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各乡镇均建有文化站，且建有卫星电视接收站或闭路电视线，电视已普及到各村每户，村民可及时了解国家政策方针；此

外，各村无线通讯信号均完全覆盖，可以满足村民基本通讯的需求，但网络宽带设施较为一般。

保护区村民居住条件尚可，各家房屋多以砖瓦房为主，少部分偏远村寨为木质房屋。区内多数家庭已拥有电视、电饭煲、

电磁炉等家电设备。能源结构呈现多元化，部分家庭以电能为主（日常生活用电磁炉、电饭煲等），部分家庭使用燃煤、沼气

池，但仍有极少数家庭以薪炭材等为主。在固定资产方面，农民个体户已取代集体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但以生活性固定

资产占主导，住房成为生活性固定资产增长的主要方面。尽管固定资产增长较快，但层次低且功能差。

3.5.2 耕地情况。保护区内 9 个行政村（整村）耕地面积 1861km2，占 9 个行政村国土总面积的 14.45%。其中田的面积

13.3km
2
，占耕地面积的 0.71%，只分布于八一村；土的面积 1847.7km

2
，占耕地面积的 99.29%，主要集中分布于八一村、苍山村、

绿竹村、朝阳村，主要用于玉米、大豆、马铃薯等传统农作物及经济植物种植。保护区内耕地存在利用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流

转不畅、资源隐性流失等问题，造成土地经营规模小、效益不能发挥，农业生产效益低。

3.5.3社区产业结构状况。总体上，保护区内社区主要产业以第一产业为主导，没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与保护区相关的

产业。第一产业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包括种植及养殖业等。区内除种植玉米、水稻、小麦、洋芋、红薯外，种植面积大且产

值较高的作物还有烤烟、油菜、花生、茶叶、高粱等经济作物。养殖业以猪、牛养殖为主，规模化养殖户较少，通常 1 个行政

村只有 2～3个养殖大户。近两年，绿壳蛋鸡养殖业在金沙各乡镇兴起，政府推广并提供了补助，目前区内已经有规模化养鸡大

户。

3.5.4社区家庭收支状况。社区人均口粮 110～658.7kg，年人均纯收入 3120～8655元。主要经济来源是传统农业与外出务

工。传统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业以种植米、水稻、小麦、洋芋、红薯等为主导，生产的粮食一般不出售，用于食用

和作饲料。近些年烤烟、茶叶、高梁等种植在社区家庭经济收入中占了较大比例。养殖以猪、牛、羊、鸡为主，多数家庭是自

产自销。少数家庭建立家庭作坊，进行传统麻布织造和苗绣。

近年来，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收入主要的增长源，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外出打工，主要打工地点包括广东、浙江等省份，

部分劳动力农闲时会到县城打工。区内目前已外出务工人员共 3036人，占总人数的 25.40%，各村外出务工人数不等，占总人数

比重不一，以幸福村外出务工人员最少，比重最小。在调查的村寨中，90%的年轻人都已外出务工，因缺乏专门技能，主要进入

建筑行业从事泥水、搬运等苦力活，或进入各种作坊从事生产技能要求不高的手工加工，只有部分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员能

进入工厂工作，工资待遇能达到当地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通常情况下，村民家庭收支基本持平。若遇建房、红白喜事或家庭成员生病等情况就会出现超支。家庭支出分为生产性支

出和生活支出两部分。生产性支出主要用于购置农具、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生活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支出，包括购买生活必需

品、子女教育、治病养老、子女婚嫁及建房等。此外，人亲往来也是家庭一项大支出，经常都有近邻亲朋请客办酒，每年礼金

都需要几千元。

3.6政府和民意对保护区建设的预期

当地政府部门和绝大多数村民对保护区建立持支持态度，并且大都表示愿意主动参与到保护管理中来，少数持不置可否的

观望态度。政府部门期望通过建立保护区带动当地旅游业等发展，期盼国家增加投入，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加速。而对村民而言，

对保护区建立的支持和对自然保护工作持积极态度的动力来源于对未来国家投人增加的可能性的期盼和由此可能带来商机的憧

憬。

4、保护区社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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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林地权属的冲突

保护区林地使用权全为集体与个人所使用，在保护区划定之前，当地居民可以按自己传统的方式自由地利用和管理，获取

食物与能源。保护区划定之后，保护区内居民相应的管理与使用权受到了限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

定：“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进入；除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准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核心区外围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

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但事实上，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是不能离开资源的，仍然会对区内资源进行索取，如

采集薪材等。从 2012年开始，区内村民获得了公益林补助资金，但补助标准不高，15 元/667m2，这补偿无法维持其正常生计，

同时，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导致其发展的需求仍然有加强，由此引发的冲突依然存在。

4.2黑山羊养殖产业给森林资源带来破坏隐患

金沙羊肉粉是贵州的名小吃，因此金沙黑山羊肉在县城及全省各地广受欢迎。保护区内朝阳、新寨、大山等村将黑山羊养

殖作为未来发展的产业之一进行推广，成立了专业养殖合作社，鼓励村民扩大养殖规模。金沙黑山羊在给居民带来了较大的经

济利益的同时，也给森林资源带来了破坏隐患。黑山羊多采取放养方式进行养殖，羊群出动时漫山遍野都是，它们不仅吃草还

喜食植物嫩叶、芽，造成所在之处地表土壤裸露，植物资源受破坏。尤其是随着养羊产业的持续发展，可能出现局部地区养殖

量的大幅增长，还会带来区域粪污富集，环境卫生受到影响。

4.3社区人员素质低，留守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普遍增加，外出务工者多是青壮年，由于缺乏专业劳动技能的培训，特别是缺乏高技术含量技

能的获取，限制了外出打工就业机会的获取和工资的提高。同时，社区留守人口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年龄结构极不

合理。这些人员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而落后。受体力、文化素质等多方面的限制，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接受和应用能力

不强，只满足按部就班行事，不愿意思考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更不想去进行实质性的尝试，这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

升。

4.4旅游活动当地社区参与程度低，旅游活动设计人工痕迹重，缺乏地方特色

目前，在县政府的推动下，保护区内及周边正在进行旅游开发，但多是乡政府层面与外来投资者的合作，当地社区村民参

与程度不高，只有少数村民被雇佣从事劳务。如 2012年 8月，海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县政府正式签订投资协议，由该公司分

两期共投资 1.2 亿元开发冷水河旅游。已经建成的第一期投资项目包括冷水河度假酒店、冷水河皮筏漂流、冷水河水上乐园、

悬心寺等。由于理念较陈旧且缺乏专业背景，造成旅游设施人工痕迹较重，缺乏与周围自然环境的融合，旅游建筑缺乏当地特

色，步入了旅游开发低层次和同质化的误区。

5、建 议

5.1建立社区共管三级保护管理体系，同时用好生态护林员政策，构建资源管护统一战线

保护区林地使用权主要是个人与集体所有，因此社区不能缺席保护区资源管护。通过社区共管的建立，社区和自然保护区

共同参与自然资源管理、决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等，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减少管理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成效。可设立一个编

制人数较少的保护区管理机构处理日常事务，组建由县政府、县林业局、县农业局等相关单位共同组成的保护区共管委员会，

形成“共管委员会一乡（镇）共管领导组一村级领导小组”三级管理网络体系，建立起开放的保护区管理体制。同时，用好生

态护林员政策，吸纳社区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做好人员培训。采用生态护林员+社区共管模式，相互补充开展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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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聘用生态护林员包片护林；同时，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落实管护地块、面积，均实行一年一签制并进行考核，年终一

次兑腦户费。逐步形成层层负责，相互补充和促进的管护机制。

5.2建立社区激励机制，引导社区开展对环境友好的项目，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激励机制是激发社区参与的必要措施，当地社区只有意识到他们能从所参与的活动中得到利益，才会有意愿为活动提供自

己的时间、精力。保护区可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采取多种形式激励社区，如提供发展资金或者定向发展优惠贷款、提供公共

设施建设物资或帮助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活动的工具设备、资助社区教育、提供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对

社区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等。保护区管理机构应正确对待社区生存发展的需求，将社区的经济发展纳入保护区管理议事日程，并

注重引导社区开展对环境友好的项目，减轻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长期以来，保护

区居民多数“靠山吃山”，资源利用效率低，对生态破坏大。为此，可组织开展社区社会经济本底调查，分析保护区周边社区

的需求，统一编制社区资源管理计划指导其发展。首先，应解决好社区能源问题，由于保护区边远，地势山高坡陡、道路条件

差，村民居住分散，不适宜推广沼气，建议推广节柴灶或寻求其他更好的方式，减少社区对薪柴的需求量；其次，引导村民开

展替代生计项目，帮助社区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保护区可考虑引导交通便利的区域发展无

公害绿色蔬菜或者酒用高粱种植；而交通差且运输不便的边远区域，种植业应以栽种中药材、茶叶、核桃等为主导，做好保护

区种植业发展规划，实施区域特色种植，避免同质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倡导发展绿壳蛋鸡养殖业，将保护区养殖户组织起

来，成立绿壳蛋鸡养殖协会，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带动保护区内有条件的家庭进行规模养殖。由于鸡的消化系统是所有禽畜里

最短的，对饲料的消化利用率相对低，故鸡粪的营养价值很高。新鲜纯鸡粪可以直接喂猪、喂鱼，青贮后可以作为饲料，喂牛、

羊，也通过堆肥发酵后做果树和蔬菜的好肥料。鸡粪晒干后经粉碎加工成颗粒饲料，可以做肥料和饲料。因此，还可做好鸡粪

收集，将其变废为宝，为村民增收。同时，控制性发展金沙黑山羊养殖。应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状况、当地土地消纳能力等因素，

注重不断优化黑山羊养殖的区域布局，控制保护区内规模化养殖场数量，提倡种养平衡模式，倡导圈养。此外，通过大力推广

清洁养殖模式，加强粪污无害化处理，促进养殖粪污的就近、就地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实现黑山羊养殖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

发展。

建议保护区所有农产品和非木材林产品申请注册绿色食品标志，凸现保护区优良生态环境优势带来的产品优势。此外，应

加强相关农业实用技术推广培训，如举办非木材林产品采集技术培训、农作物播种新技术培训、经济林木育苗和栽培技术培训

等。针对区内大量人外出务工现象，整合其他部门的资源有针对地举办夜校等，为务工人员提供电工、财务、行政管理等相关

技能培训，提高其素质与综合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外出务工的生活并提高打工收入。

5.3发掘和传承苗族传统技艺，拓宽创收途径

保护区内大山村、新寨村与保护区外的三锅村一带的苗族妇女擅长麻布织造和苗绣，农闲时分会呆在家中织造麻布并进行

刺绣，在过去多是给家人制作衣服。近些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信息量加大，社区村民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更愿意在市场上购

买汉族服饰等，这项传统技艺失去了市场和生存空间……。目前尚存的绣娘为数不多，但她们的产品销路却不发愁，最好的绣

娘织出的一匹麻布能卖 3000元左右，甚至可以远销海外，做到了足不出户就有收入。有市场就应该培育和扩大产品生产，因此，

发掘和传承这一传统技艺必要且迫切。建议建立麻布织造和苗绣合作社，培养优秀的绣娘，形成批量生产后开拓市场，拓展社

区创收途径，

5.4适度开展生态旅游+体育旅游，增加当地经济效益

生态旅游是一种兼顾环保和旅游产业开发，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形式，具有自然性、保护性、参与性及高品位性等特点。

保护区具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历史遗迹，风景优美、人文风俗独特，极具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可在保护区实验区组织开

展生态旅游，努力挖掘地方特色和优势开拓市场，进行科学规划，统筹安排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积极引导构建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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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经济，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同时，应充分发挥冷水河适宜开展

溯溪运动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体育旅游，寻找专业团队进行体育旅游产品规划、开发和宣传，通过承办全国溯溪大赛等，逐

步提升知名度打开市场。注重吸纳当地社区民众参与，通过让当地人提供劳务服务或者提供民宿等方式，帮助其增加收入，促

进地方第三产业的发展。

5.5加强保护宣传与执法，提高社区居民保护意识

尽管保护区建立时间较长，是 1992年 9月批准建立的县级保护区，但多年来均由县林业局代管，林业局人员少工作多，分

身无力。保护区基本处于三无状况，即无编制、无机构、无专门人员。区内居民保护意识较低，放牧、砍伐及挖取野生植.物资

源等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对保护区进行功能区划后，需进一步加大宣教力度并加强管理。建议在人流量大的区域设置相应

的宣传标语或者标牌，在各乡镇、村寨组织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同时，对在保护区范围内进行违规经营开发、偷猎野生动物

和偷挖野生植物等对森林资源造成较大破坏者，应参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而达到震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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