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源基金会保护地项目2023年总结



老河沟保护地
老河沟保护地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地处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岷山--横断山脉，是中国大熊猫第一县—

平武县大熊猫分布的最东端，整个管护区域153平方公里，全

部位于中国大熊猫内，重点保护区面积达到75%。是我国第一

个完全由社会资金支持、民间机构管理、政府部门监督的社会

公益自然保护地。



• 巡护

老河沟2023年巡护工作时长11914.7小时，

巡护里程8855公里，完成每季度和唐家

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联合巡护，以及每

年2次的甘肃，陕西，四川岷山区域的三

省六县联合大巡护。

保护区153台监测红外相机共计拍摄到照

片超过70万张。



1X1公里网格

巡护覆盖网格

保护地边界

国家公园边界

巡 护 轨 迹

2023年12月

个人巡护里程累计：

 8855

访谈累计：

1049 户次

公里

老河沟保护地



• 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时长3498.5小时，社区访谈

4473户次，撰写日志521篇，超过15

万字。培训163名社区导赏员，其中

94名通过考核，通过导赏员的带队共

有超过3000人次进入老河沟进行生态

体验，为社区创造超过10万元的收入。

规划了4个蜂场，通过规范养蜂管理，

共有18户村民进入老河沟养蜂，为蜂

农创造产值超过100万元。



• 保护行动

2023年和公、检、法机关和大熊猫

国家公园开展3次联合巡护联合宣

传活动，针对柏林、山河村的村民

进行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防火宣传。

并在9月协助青川县清溪派出所破

获一起野生动物盗猎案件，11月协

助平武县公安局古城派出所破获一

起盗采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独蒜兰的

违法事件。



• 传播

2023年度，老河沟巡护员共计采编78篇新闻稿件发布在

老河沟公众号。学习强国，央视，绵阳地方媒体，平武地

方媒体报道113次。



八月林保护地

八月林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由金口河区人民政府与桃花源自

然保护基金会合作设立，保护地面积102.3平方公里，是我国

第一个把已建成的自然保护区交由民间公益组织进行保护管理

的创新型保护地。



• 巡护

八月林2023年全年全团队累计巡护里程4049公里，累计

巡护时长5410小时。人均巡护时长541小时，人均巡护里

程405公里。团队巡护覆盖八月林保护区可通达的153个公

里网格。

高强度的巡护把保护地及周边出现的人为干扰事件尽可能

的揭露出来，从而便于进行后续的跟进和干扰的排除。保

护中心在今年的巡护中，在老公路区域发现并拆除猎套9只，

在大象电站后拆除猎套4只。整体上发现并拆除猎套数量是

过去八年中最低的。今年由于社区工作的进展，每一次人

为干扰事件的发生，保护中心均能及时跟进，并基本上锁

定相关肇事人员，并能在跟进的社区走访中，对相关人员

进行宣传规劝和教育。





• 社区

2023年八月林在社区工作中取得持续进展。中心继续增强全员社

区走访工作，团队全年走访2253小时，走访社区超过400户次，

这些深度走访覆盖保护区周边的林丰村、象鼻村、文店村、新河

村、和平乡解放村以及甘洛乌斯河木色尔库村。每一次走访均会

产生书面的走访日志，把走访中目的、走访过程、走访发现和判

断及总结跟进进行书面梳理归档。



• 卫生及设施维护

    在23年八月林团队投入到卫生和设施维护上的时间和力度持续加强，全员每天打扫卫生

两次，每周大扫除一次。每次打扫均由风纪小组检查卫生打扫质量，并关联个人绩效。认

真打扫卫生，不仅仅是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工作生活环境，更是一种让团队每个人养成从

小事做起，认认真真做好小事的精神风貌。23年八月林还对20年之后因为水灾暂停使用的

海大佛保护站进行了整修。八月林提出目标要做全国厕所最干净的保护区。23年团队人均

打扫卫生周时长达到8.2小时，创历史最高水平。



• 科研监测

2023年八月林在野外共布设红外相机182台，其中公里网格监测相机68台，大灵猫监测相机

114台。今年每台均按计划收取两次。全年收取并处理红外相机照片和视频336636张。其中有效

拍摄170681张。按照标准红外相机独立拍摄计算方法，八月林2023年共产生27264次独立拍摄。

 2023年八月林的红外相机监测中共记录到野生哺乳动物和野生雉类3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有大熊猫、大灵猫、小灵猫、林麝、黑颈鹤、四川山鹧鸪、灰胸薮鹛七种，二级保护动物有

小熊猫、赤狐、亚洲黑熊、中华斑羚、中华鬣羚、豹猫、藏酋猴、猕猴、毛冠鹿、斑林狸、红腹

角雉、白腹锦鸡、血雉、白鹇等十四种；依据独立拍摄次数排序，八月林2023年野外出现被监测

到独立拍摄次数最多的物种依次是毛冠鹿、豪猪、中华鬣羚、野猪。

2023年在蚂蚁森林的支持下，八月林保护地与复旦大学王放老师团队合作，完成并发表了国内对

大灵猫第一篇系统性研究论文，并在兽类学报7月发表，被选为封面文章。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黑颈鹤、灰胸薮鹛均是历史上首次记录。



• 对外交流与联防合作

 23年3月，八月林与黑竹沟保护区续签了防火联防责任书，通过具体的协议形式规范两个

相邻保护区的防火联动责任，并进行了充分交流，两个保护地负责巡护、社区、传播的具体同

事都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对接。23年9月，当进入八月竹打笋季之后，两个保护区又一起在

彼此相接的打笋区域进行了联合巡护和联合防火反盗猎宣传。这是对双方联防协议的具体落实，

同时也对这篇保护地区域的传统打笋的保护管理走出了第一步。



• 对外传播

八月林目前正在打造一支人人做传播，人人拍视频的队伍，今年

八月林团队产生传播视频超过400个，其中在桃花源官方公众号、

微博、抖音、B站、知乎等平台账号上发表超过200个视频。形

成了动物痕迹讲解视频的系列，并收到大量网友好评。

今年八月林也开始与地方媒体建立了更深的联系和合作。7月有

关小灵猫发现的视频由金口河融媒体中心制作完成并被央媒采稿，

在央视播出。

8月巡护员阿家在北京参与自然资源部生态论坛并发言，接受中

国网人物栏目专访，并被专题播出。

12月保护中心主任王琦被四川省宣传部授予“四川好人”荣誉

称号，个人事迹在乐山电视台播出。

 



九龙峰保护地

桃花源华东地区项目地，位于黄山风景区西部，

面积37平方公里。2018年3月，桃花源基金会与

黄山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获得黄山九龙峰

50年委托管理权。



• 组织建设
多轮换血，高强度培训，重组
9人团队。

亮点：组建了一支高素质，有
执行力的专业团队。



• 卫生打扫
厕所卫生：黄山区第一。



• 保护行动

专项巡护：针对主要威胁，有效保护生态资源。

日常巡护：团队网格全覆盖2次。管理团队4人

个人全覆盖1次。



九龙峰保护地

0.5X0.5公里网

格

巡护覆盖网格

保护地边界

社区保护边

界

巡 护 轨 迹

2023年12月

个人巡护里程累计：

3591

访谈累计：

 397 户次

公里





• 保护成效-多样化的社区工作

生物多样性保护带动乡村振兴：生态

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



影响力 – 媒体关注



影响力-
更酷炫的传播方式

公众环境意识提升
社交媒体影响力
九龙峰品牌形象

800+保护视频；
3W+赞

80+⼈到现场

黄山脚下的年轻人现场演讲活动



太阳坪保护地

神农架太阳坪生态保护中心是湖北省第一个公益保护地，

同时也是华中首个公益性保护地，继续践行过去4年工作原则，

狠抓基本功、把基础打牢，把事情做实的工作作风。



• 巡护

巡护工作扩展到缓冲区，扩大了保护范围。保护

中心共8个人，包括中心主任都是巡护员，全年

总共巡护里程7429公里，不但走遍了保护地85

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还针对盗猎事件主要发生

在保护地周边缓冲区的特点，在50平方公里的缓

冲区开展了一轮全面清套，在山上清除了110个

猎套，其中45个是今年冬天新布设的，其中还有

8个新式猎套，有效的保护了这一区域野生动物

的安全栖息；全年安放红外相机93台，保护地每

平方公里有一台相机，完成2轮数据收取，获得

18万张有效照片，做到对保护地内野生动物动态

较为清晰的掌握。





• 社区

社区访谈持续突破。保护中心在周边长坊、

中岭、西坡、莲花和宋洛开展全年常态化入

户访谈，一年访谈704户次，占到了常住户

数的60%，对联系较为紧密的户数年访谈次

数最多达到10次，社区关系持续向好，通过

这种常态化的入户访谈，跟老百姓拉家常，

聊天，增强了双方互信，我们也更深刻的了

解了社情民情，使我们在做保护决策是更有

针对性和更接地气。



• 保护行动和联盟的形成

11月12月跟林管局的徐家庄林场、新华林场开

展2次联合巡护，我们投入28人次，为这一地

区近200平方公理的森林防火和野生动物保护

做出贡献，并在社区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今年4

季度，跟神农架国家公园多次磋商，为2024年

加强红外相机监测、联合巡护和社区共建方面

的合作寻找能落地的方案，预期2024年神农架

国家公园老君山管理处、林管局徐家庄林场、

新华林场、神农架太阳坪保护中心将会形成具

体实质意义的保护联盟，促进4个单位相邻但保

护薄弱的区域能投入更多的关注与保护力量，

确保生态安全。



江山雪岭保护地

江山雪岭社会公益型保护地是在衢州市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的大力推动下，由江山市政府与深

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合作设立，面积45平

方公里，是我国第一个基于《物权法》为实现生

物多样性保护设立地役权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



• 团队建设

2023年，保护中心于全国各招聘渠道面向社

会进行招聘，应聘人数总计89人，经过严格

筛选，现团队共计6人，负责执行保护地各项

管护业务的开展。



• 巡护

保护中心开展网格化巡护管理体系，按

照1公里*1公里网格划定区域，巡护工作覆盖

全部网格；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保护中

心共完成巡护180次，个人巡护里程累计

29526.1公里，巡护途中共发现动物实体94

次，动物痕迹229次。





• 保护行动

在保护地布设了80台红外相机，开展监测工作；2023年回收红外相机数据卡204张，获取动物监测照

片及视频351,274张。通过红外触发相机、巡护监测，保护中心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5种：小灵猫、黑麂、

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白眉山鹧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2种；三有保护动物31种；浙江省重点保护动物6

种；其他动物11种。

同时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麂的活动范围外扩2公里。消失2年的豪猪重回保护地。

目前，保护地内发现国家一级保护植物2种：伯乐树、南方红豆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6种；浙江省重

点保护植物5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植物21种；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名录

植物7种。



l 社区

基础走访

保护中心通过“访谈+参与”的形式，
在保护地内及周边三个行政村共16个
自然村，开展社区工作。共完成社区走
访700户次，周人均社区走访5.5小时。

在社区走访过程中，了解村民和社区基
本信息情况，同时向保护地周边村民宣
传介绍保护工作。



l 社区

专项走访

完成护鱼护蛙、野茶采摘、挖草

药、挖兰花、狩猎户等多项专项社区走

访，做到了“巡护发现，社区快速跟

进”，使走访宣传和保护良好结合。有

效地掌握保护地入区人员行为动态，降

低人为干扰对保护地影响。



l 社区

毛竹社区共管，引导社区自组织管理对保护有威胁的行为

为更好地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和保护地周边村民对于毛竹砍伐的强烈需求，2021年，保护

中心与周村村山坑尾队签订毛竹共管协议，设立试点，允许老百姓继续在保护地里砍毛竹，保持原有

的收入来源，但要求必须遵守生态保护规则，进行有序砍伐。

通过二年共管，年度评估结果显示，共管区域伐竹量均符合规定，毛竹山无扩边，抚育等行为，

达到预期管理目标。2023年，和原有毛竹砍伐户续签共管协议，通过共管模式对保护地内伐竹行为进

行有效管理，探索基于保护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