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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杰

摘要：2023年11月，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基于督察发现的

青海省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案例，本文作者认为，首先，当前很多地方无论是在思想层

面还是在行动层面往往将“生态修复”与“生态恢复”混为一谈，导致实际工作达不

到预期效果，还引发了系列生态和社会问题；其次，一些修复项目验收降低标准；最

后，一些修复项目后期管护不到位。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关乎（生态）环境、生物多

样性保护、绿色可持续发展乃至生态文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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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杰.警惕以生态修复之名行生态破坏之实——基于青海省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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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3 年 11 月第三轮第一批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以来，

督察组已陆续公开曝光了近 20 个典

型案例，部分地区违规采矿、资源浪

费、生态破坏情况严重。笔者一直密

切关注曝光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普遍存在反映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

题、（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关乎民

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可持续发

展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的大问题。

就拿督察发现的青海省退化草

原生态修复案例来说，中央督察组反

馈的问题是“部分退化草原修复项目

方案制定不科学，验收评估放松要求，

后期管护不到位，生态修复效果大打

折扣”。

具体说来，青海省部分退化草原

修复项目方案制定不科学，违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法》、《关于加强青海省草原保护

修复的若干措施》等法律法规，编制

并实施的修复项目漏洞百出、荒谬至

极。比如督察爆料的以下几起：

1）果洛州久治县 2021 年编制并

通过实施的退化草原修复项目中，草

原改良地块中居然包含了位于索乎

日麻乡的 2.6 万亩石质山峰（这些山

峰本没有土壤覆盖和任何植被生长）；

2）海北州门源县 2023 年编制的

退化草原补播项目，与人工饲草基地

重叠 653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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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祁连县 2022 年编制的草原改

良项目扎沙村地块，也与人工饲草基

地重叠 237 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法》明确规定：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

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坚持

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科学防控、系

统治理。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

修复，实行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

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

很明显，以上几起案例并未结合

实地情况因地制宜，强行在原本裸露

的石质荒山上种草，以及在人工饲草

基地种草，表面上看是工作疏忽导致，

实则从根本上反映了各相关方在思

想层面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

乃至生态安全意识方面的严重欠缺，

反映到具体的草原修复工作上，便是

罔顾已有的法律法规，敷衍了事。真

正的生态保护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科学、系统治理，坚

持生态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辅以适

当的人工修复，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关于加强青海省草原保护修

复的若干措施》规定：分区开展综合

保护治理。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的要求，开展综合

治理。分类推进草原生态修复。

从哲学层面看，矛盾具有特殊性，

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要坚

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因

地制宜。落实到退化草原修复项目，

便要统筹规划、科学决策、因地制宜、

分区/分类稳步推进。青海各地方应

当做好退化草原的生态修复，加强黑

土滩治理，构建健康草原生态系统，

切实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023 年 11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2

期《求是》杂志发表的我国领导人的

重要文章《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

理好几个重大关系》中指出，“治愈

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首先要充分尊

重和顺应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

够的时间和空间，依靠自然的力量恢

复生态系统平衡。这就是我们反复强

调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的道理

所在。我们要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

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因时制宜、分区

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

最佳解决方案。”“要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

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

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

段，持之以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严重透支的草原森林河流湖泊

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要严格推行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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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休牧、禁伐限伐、禁渔休渔、休耕

轮作。对于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

化等生态退化突出问题，要坚持以自

然恢复为主、辅以必要的人工修复，

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沙则沙、宜

荒则荒。对于生态系统受损严重、依

靠自身难以恢复的区域，则要主动采

取科学的人工修复措施，加快生态系

统恢复进程。”

正如我国领导人所指出的，退化

草原的修复工作，首先要充分尊重和

顺应自然，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万不可以生态修复之名行生态破

坏之实，不可为了修复而修复。青海

省一些地方退化草原的生态修复项

目，并未提及针对草原不同程度的退

化情况所展开的恢复/修复工作，导

致了后续系列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很多

地方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行动

层面往往将“生态修复”与“生态恢

复”混为一谈，导致实际工作达不到

预期效果，还引发了系列生态和社会

问题。

其实，情况已有所改观，纵观我

国领导人的发言要旨，以及上述提到

的 2 项法律法规，乃至全国各地的各

项政策法规，“生态恢复”的要义已

得到充分重视和彰显，但“以自然恢

复为主”的方针和理念依然需要进一

步普及推广并落到实处。并且非常重

要的一点是，在生态系统修复或恢复

实践之前，要识别清楚它处于什么阶

段及其存在的问题成因。这又回到了

上述提到的“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

类施策”，宜“修复”则“修复”，

宜“恢复”则“恢复”，恢复为主，

修复为辅。

那么，“生态恢复”与“生态修

复”究竟有何区别？

笔者认为，“生态修复”与“生

态恢复”都涉及生态环境改善的过程，

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倘若使

用错误，可能导致缘木求鱼，耗费大

量资金去“修复”却违反自然之道，

结果事与愿违。具体来说：

生态修复（Ecological Repair）：

这个词通常描述的是人类对生态系

统受损或遭破坏的地方进行人为的

修整，更多地强调人工干预。

生 态 恢 复 （ Ecological

Restoration）：这个词则强调利用

自然的解决方案，来恢复其生态健康

状态。

“修复”更强调人类干预和恢复

过程中的改进，而“恢复”则更强调

自然过程和系统自我调节的能力。

之所以强调应为“恢复”而不是

“修复”，意味着：不是人为的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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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地干预，而是以最小的人为干预来

推动自然的恢复。在中文的语境中，

“修复”的主体是人类，是一种人为

作用，并且“修复”的思想和主张常

常站在了生态文明的对立面，以生物

多样性破坏为代价。而在生态文明理

念的指导下，无论是生态系统还是野

生动物栖息地，其生态治理都应是基

于自然的恢复而非人为的“修复”。

能让其自然恢复就别再采取人工措

施进行修复，况且人工修复往往会因

为某种自然因素而不能达到真正意

义上的恢复成效。

接着来说此次督察发现的问题。

此次中央督察爆出的问题二，是

一些修复项目验收降低标准。据督察

组抽查结果，海南州 2022 年以来实

施的 12 个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包含 347 个项目地块），按要求应

设置 1000 多个点位，县级自查验收

时仅设置了 144 个，无法有效评估修

复效果。海南州贵南县 2022 年实施

的 3 个地块 1 万亩黑土滩修复项目，

当年县级自查验收时，仅在 2 个地块

中设置了 4 个点位，2023 年 3 月，

省州草草查看便验收通过……而据

督察组现场反馈的实情是，2 个项目

区肉眼可见存在大量裸露地块，根本

未达到预期的修复效果。

据了解，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验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青海省《草

原生态修复工程效益监测及评估规

范》（简称《规范》），该《规范》

规定，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在验收

时，应当科学、足量设置监测点位，

在实施当年和第二年分别对项目区

出苗率、草原盖度、鲜草产量等指标

进行测定，科学评价项目区修复效果。

毋庸置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肯定是

好的，对此笔者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

和困惑，亦即，硬性规定退化草原生

态修复项目验收合格的指标如足量

的监测点位，项目区的出苗率、草原

盖度、鲜草产量等，依据这些提前预

设好的指标来决定生态修复效果是

否达到验收标准，这样会不会引发为

了完成表面的数据（数量）指标而投

机取巧、以次充好等系列问题，毕竟

前段时间北京的“新白菜剁碎凑厨余”

事件殷鉴不远。（注：前段时间，北

京一垃圾分类站点因需要完成收集

和清运指标，而厨余垃圾不够未达标，

便买了成堆的廉价新白菜铲碎了，以

此充厨余垃圾，用来完成“25 桶额

定厨余垃圾量”。）但具体该如何科

学评价项目区的修复效果，则是一个

尚待探讨和审慎思考的大问题。

督察问题三：一些修复项目后期

管护不到位。《关于加强青海省草原

保护修复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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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后期管护机制，确保生态修复

成效长期持续发挥。为确保生态恢复

/修复效果，一些地方应当从思想上

端正认识，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重视草原生态，严加监管和防控，按

照相关管理政策，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巩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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