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规划（2021-2035 年）》草案解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5

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扎实推进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便笺〔2023〕1677 号）

以及《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转发关于扎实推进市县级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现就《规划》作如下解读：

一、《规划》出台有何背景和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入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提出要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遵循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定位，围绕打造生物多样

性保护重点区域、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任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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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着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和碳汇能力，助力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

定生态基础。

《规划》确定了未来一定时期耿马自治县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明确了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总体布局、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提出规划实施的保

障措施，是指导耿马自治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纲领性

文件，是规范有序开展耿马自治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基本

依据。

二、《规划》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总体目标：全县生态安全格局全面优化，退化生态系统

得到有效修复，森林、草原、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状

况健康稳定，南汀河流域（耿马段）和南碧河流域生态系统

实现良性循环，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重要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生物安全得

到有效保障。退化耕地得到有效整治，乡村环境整洁有序、

舒适宜居，农业空间绿色高效。城市蓝绿网络基本完善，城

市内涝、热岛效应得到有效缓解，城镇空间更加生态宜居。

生物廊道、绿色廊道完整性和连通性进一步提高，生态功能

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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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目标：到 2025 年，着重抓好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严重退化区等的生态保护和

修复，解决重点区域核心生态问题，甜美耿马建设取得新成

就。森林覆盖率达到 61.41%，森林蓄积量达到 2175 万立方

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75%，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国土面

积比例达到 10.94%，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率

达到 90%，水土保持率达到 75%。完成国土绿化面积 2251

公顷，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3226公顷，石漠化治理面积

8620 公顷，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39.17 公顷。

到 2035 年，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全面实施，为建设甜美

耿马、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生态基

础。森林覆盖率为 65%，森林蓄积量达到 2175 万立方米以

上，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 78%，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国土面积

比例为 10.94%以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率

为 95%以上，水土保持率为 75%以上。完成国土绿化面积

5695 公顷，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37913 公顷，石漠化治理

面积 19395 公顷，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39.17公顷。

三、《规划》主要包括哪些重点工作？

《规划》主要包含 8 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简要情况如下：

1、识别区域生态问题，研判重大生态风险。

2、明确辖区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目标任务，科学提出

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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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衔接临沧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

修复格局和耿马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安全

格局，以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体系为核心，识别生态

源地、连通生态廊道，构建耿马自治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

体格局。

4、以临沧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确定的修复分区为

基础，综合考虑区域自然本底、主导生态服务功能及主要的

生态胁迫问题，突出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的相对完整性和连

通性，划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明确各分区生态系统服

务主导功能定位、主要生态胁迫问题及修复的主导方向。

5、聚焦临沧市生态安全格局和重大战略以及市级相关

规划确定的生态功能重要区，生态敏感脆弱区、生态系统服

务重要性高、生态系统退化程度严重、生态系统恢复力弱、

生态问题突出的区域，统筹衔接县级有关部门相关规划成果，

确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6、提出生态空间生态修复、农业空间生态修复、城镇

空间生态修复、重要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构建任务。

7、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局、生态修复分区的基

础上，以重点区域为指引，根据生态问题的紧迫性、严重性

和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恢复能力，科学布置生态修复工程

和项目，合理安排项目时序，优先在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内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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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并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政

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的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机制

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