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
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 2023年森林防火

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玉

溪市 2022年度林长制市级考评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哀牢山于 1980年由原云南省森林资源勘察四大队踏勘，初

步定界、规划；1981年 1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以云政发（1981）

310号文件确定建立自然保护区；1983年，林勘五大队完成了保

护区的调查和规划；1986年 3月省政府以云政函（1986）23号

文件批复设置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同年设立哀牢山自然保护区

新平管理所及公安派出所，正式编制为 14名，护林员 17名；1988

年 5月国务院以国发（1988）30号文件批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

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行政区跨玉溪、楚雄、思茅三州(市)



六县,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67700公顷。新平境段地理坐标为东

经 101°30′—101°16′，北纬 24°00′—24°24′，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14291.19公顷，以保护云南省特有树种疏齿栲、倒卵叶石栎、景

东石栎、木果石栎等为标志种和优势种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

态系统及西黑长臂猿、云南红豆杉等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对

象，哀牢山最高峰大磨岩山 3165.9米位于我县境内，保护区涉

及 3个乡镇 13个行政村。保护区点多、面广、战线长，管理难

度大。通过项目的实施，对管护局工作人员、护林员、防灭火队

员进行相关保护、急救、扑火技能等知识培训，提高相关知识业

务能力；对保护区周边村民进行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宣传，提高村

民法律意识；清理已有防火隔离带，防患于未然，保障保护区

14291.19公顷森林资源安全。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为玉溪市林

业和草原局下属副处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 26名，其中，

局长 1名，副局长 2名。内设办公室、宣传教育与社区科、资源

保护科(科研技术应用所)3个机构；下设者竜管、水塘、戛洒站

3个管护站,2个西黑冠长臂猿监测站（茶马古道监测站和大雪锅

山监测站）,1个野生动物救护站（哀牢山野生动物救护站）,6个

管理哨所（洋芋山哨所、晌午街哨所、白水河哨所、大帽耳山哨

所、大叉路哨所、马鹿场哨所）。现实有在编在职职工 24人，



局长 1人，副局长 2人，办公室 5人，资源保护科 6人，宣传教

育与社区科 3人，戛洒管护站 2人，水塘管护站 3人，者竜管护

站 2人。另聘请护林员 30名常驻哨所分片管护；防火期聘请 50

名加密人员（40名季节性巡护员、10名路卡员）；2023年防火

期管护局组建 2支防灭火专业队，一支 28人的防灭火专业队进

驻水塘管护站，一支 15人的防灭火专业队进驻者竜管护站。

基础设施及人员配备基本完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急需配

备相应的装备及物资。虽配备运兵车，但运兵车只能满足防灭火

队员乘坐需要，无法装运灭火机具，因此需租 3辆灭火机具运输

车。

（二）新平至戛洒 52公里，戛洒至水塘 15公里，水塘至者

竜 39公里；乡镇到管护哨所公路共计 151公里（其中水塘至洋

芋山 30千米，至晌午街 25公里，至白水河 20公里，至帽耳山

35公里，帽耳山至大雪锅山监测站 15公里；者竜至马鹿场哨所

20公里，至大岔路哨所 6公里）。

公路虽通到哨所，但弯多坡陡，甚至泥泞不堪，车辆、人员

都不能及时到达，给防灭火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本年度计划修

缮 10公里。

（三）保护区巡护工作

由管护局办公室组织局职工及护林员入山进行森林防火宣

传、巡护工作。在每年 12月至次年 2月组织人员到保护区进行



巡护监测；在高火险期（3月至 5月），在保护区外围严防死守，

根据人员活动情况增减临时巡护线路和巡护次数，提高保护区周

边村民防火意识。保护区山高路陡、交通不便，需步行巡护、野

外用餐露宿。

（四）加强宣传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学校、社区向广大师生普及森林防火知

识，并通过师生与家长的沟通，带动周边社区民众意识到森林防

火的重要性；开展好社区宣教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安排共计 3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省、市、县关于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的要求，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工作方针，稳

步推进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面提升

森林草原火灾科学防控水平，严防森林草原火灾事故发生。切实

巩固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成果，促

进保护区安全高效有序发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对管护局工作人员、护林员、防灭火队员

进行相关保护、急救、扑火技能等知识培训，提高相关知识业务

能力；对保护区周边村民进行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宣传，提高村民



法律意识；清理已有防火隔离带，防患于未然，保障保护区

14291.19公顷森林资源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