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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及过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以下简称

《湿地保护法》），根据 2022 年 10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

资源部印发的《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 年）》，省林

草局湿地处组织开展《云南省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 年）》

（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由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承担

编制并成立编制组，针对《湿地保护法》颁布实施后以及国土“三

调”资源底数发布的新形势下，编制组对各州（市）重点区域湿

地保护及管理状况开展了现地调查，并就如何进一步统筹谋划好

全省湿地资源保护管理工作，进行了资料调阅和座谈讨论。编制

组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了《规划》初稿，湿地处先后书面征求了

局属有关处室（单位）、10 个相关省直部门和 16 个州（市）有

关意见，2023 年 5 月 15 日，召开了专家评审会并通过专家评审，

2023 年 6 月 15 日在省林草局官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根据

征集意见情况及专家意见，编制组对《规划》征求意见稿进行了

进一步修改完善，于 2023 年 8 月完成了《规划》（送审稿）。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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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送审稿）共有五个章节：

（一）第一章“湿地保护形势分析”

本章对全省湿地资源的类型和特点进行了论述，总结了云南

省“十三五”以来在湿地法治建设、资源本底调查、保护与恢复、

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在此基础上，梳理了

新形势下湿地现有工作与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间存

在的差距，分析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湿地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二）第二章“总体思路”

本章明确了《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为契机，以重要区域湿地生态

系统保护和湿地生态功能提升为主线，进一步强化湿地资源监测

监管，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创新开展湿地宣传教育，提高湿

地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促进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推进湿

地保护交流与合作，推动云南湿地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格

局。

2.基本原则。《规划》主要遵循以下四项原则：“坚持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坚持系统治理，突出高质量提升；坚持示

范带动，聚焦关键区域；坚持科技引领，提升支撑保障”。

3.主要目标。《规划》以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明确



— 3 —

了湿地修复面积、湿地相关标准制定、湿地研究、重要湿地认定

数量等指标。

（三）第三章“规划布局”

本章结合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以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

护区、湿地公园和生态区位重要的湿地为重点，统筹考虑云南湿

地类型与分布特点，不同区域自然特征，尤其是与湿地形成有关

的地质地貌和水文特性、湿地生态结构与功能，以及面临的主要

问题和挑战，将全省湿地保护恢复工作重点布局在 6 个湿地单

元：滇西、滇西北湿地单元，滇东北湿地单元，滇中、滇东湿地

单元，滇东南湿地单元，滇南湿地单元，滇西南湿地单元。

（四）第四章“主要任务”

本章遵循问题导向，从湿地资源的保护、修复、能力建设、

监测、合理利用、宣教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任务安排。其中：

湿地保护突出依法保护。严格控制占用湿地；严格实施九大

高原湖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优化保护空间布局，通过认定

重要湿地、划建自然保护地等方式，加强湿地保护。以国土“三

调”及年度变更成果为底图，依托全省林草湿监测核查执法全覆

盖工作，实现湿地常态化、动态化监督管理。完善重要湿地、湿

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湿地恢复项

目中物种的选择管控，编制九大高原湖泊生态保护核心区湿地修

复植物名录和物种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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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修复坚持系统治理。对于退化湿地开展评估和论证，提

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制定退化湿地恢复措施。以九大高原湖

泊、重要湿地、湿地公园和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内的湿地，以及

退化泥炭沼泽湿地为重点，通过水系连通、地形地貌修复、植被

恢复、栖息地改造和入侵物种防控等措施，修复湿地 12600 亩。

开展国土空间绿化适宜性评估，全面摸清九湖流域内林草湿资源

情况，编制九湖流域林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案。对大山包、拉市

海、碧塔海、纳帕海、念湖、剑湖、盈江等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

布地和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分布区开展生境恢复工作。做好

国际重要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工作，逐步实现国家（国际）重要湿

地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

管理能力建设强化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优化湿地保护地范

围，通过补划、新划，将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湿地纳入自然保护地

体系。组织编制区域、重要湿地和退化湿地修复方案，发挥规划

对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引领作用。围绕能力建设，制定修订地方

标准 3 项，开展湿地研究 5 项，开展人员培训 10 期以上。

监测体系建设重在资源监测、监管。加强湿地生态监测站点

建设与管理，推进湿地生态监测。依托林草湿综合监测，推进湿

地信息化管理。以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为

重点，构建天空地和点线面一体化智慧化湿地管理示范。

生态产品示范注重引领带动。结合湿地生态种养殖、湿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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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旅游、小微湿地建设，丰富不同湿地的合理利用示范模式。

科普宣教体系建设注重提高宣教软实力。依托新媒体创新湿

地知识公众传播形式，开展湿地自然教育，促进科普宣教工作高

质量发展。

（五）第五章“保障措施”

围绕确保《规划》顺利实施，提出“组织保障、法治保障、

政策保障、资金保障、科技保障、协同保障”等 6 大措施，共同

保护好云南湿地。

（六）附图

附图包括：

1.云南省湿地资源分布图，数据来源于 2021 年度云南省国

土变更调查结果，主要反映湿地资源类型及分布情况。

2.云南省重要湿地分布示意图，数据来源于云南省林业和草

原局湿地处，主要反映截至 2021 年全省国际和省级重要湿地名

录及分布情况。

3.云南省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分布示意图，数据来源于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局湿地处，主要反映截至 2021 年全省湿地类型自

然保护地目录及分布情况。

4.云南省湿地保护修复重点任务规划布局示意图，主要反映

《规划》中布局的重点任务安排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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