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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资函〔2020〕71 号、自然资办发〔2020〕42 号、

自然资函〔2020〕861 号、自然资办函〔2021〕458 号、办函保

字〔2022〕99 号和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编制报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的函》

（川林护函〔2023〕228号）等文件精神，为有效推动全区自然

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报批落地，编制达州市达川区自然保护地整

合优化方案。

一、概况

（一）自然生态现状及保护价值

1.地理位置。达川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达州市中部，东西

宽 80 千米，南北长 68 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59′6″－

107°50′21″，北纬 30°48′43″－31°25′27″，幅员面积 2245 平方公

里。东与宣汉、开江县相邻，南与梁平区，大竹县接壤，西与渠

县相连，北与平昌县毗邻。最北端在道让乡与平昌县交界处；最

南端在黄庭乡与梁平区新盛镇相邻处；最东端在安仁乡与开江县

新宁镇、普安镇接壤处；最西端在香隆乡与平昌县的佛楼镇、渠

县的义和乡交界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分明，

冬暖、春早、夏热、秋凉，无霜期长。境内河流属长江流域，最

大河流有巴河、州河，达川区境内长约 79 千米，流域面积 795.6

平方千米，年均流量 168.4 立方米/秒。主要支流有明月江、铜体

河、墩子河等，另有 76 条溪流分布于沿河流域。土壤类型有黄

壤、紫色土、水稻土等。全区辖 32 个乡镇（街道）其中：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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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22 个镇、6 个街道办事处。全区有 4 个国有林场（站）。有

17 个居委会、658个村委会，320 个居民小组、6195 个村民小组。

2.地形地貌。达川区地处四川盆东平行岭谷区、盆中丘陵区、

盆周低山区连接地带。地形总趋势西北高东南低，按成因类型属

“川东褶皱剥蚀—侵蚀低山丘陵谷区”地貌。

地貌特征完全受构造、岩性控制。主要山脉有中部的铁山，

东南部的铜锣山、七里峡山、明月山，呈北东一南西向的条状山

岭，山脊海拔 800至 1000 米（铁山主峰堡城寨海拔 1070.9 米），

构成区内低山地貌。铁山以东条形低山之间为广阔的红色浅丘地

貌。铁山以西为红色丘陵区地貌，以北为台状低山地貌。

全区山地主要分布在铁山的西北地区和铁山、铜锣山、七里

峡山、明月山四条山脉。丘陵主要分布于四条山脉之间和铁山以

西的广阔地区。

3.自然生态现状及保护价值。达川区属亚热带常绿针叶林带。

主要植被类型有常绿针叶林、常绿阔叶林，全区境内有野生植物

25 个目，72 个科，4 个亚科，5 个属，225种。全区有古树 873

株，主要古树树种有马尾松、柏木、榕树、银杏、黄连木、枫香、

罗汉松、桂花等品种。全区受国家级保护的植物主要有银杏、罗

汉松、红豆杉、黄葛树等。名贵中药材资源丰富，有 189个品种，

主要有川龙薯芋、百部、首乌、天冬、野菊花、益母草、天花粉、

马鞭革、阔叶十大功劳、八月瓜等。达川区主要是丘陵、低山区

地带，森林资源丰富，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环境较好，野生动物



- 3 -

主要分布在铁山、铜锣山、七里峡山、明月山四条山脉。

（二）自然保护地现状

达州市达川区现有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川省雷音铺森

林公园、真佛山风景名胜区、火烽山森林公园。

1.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

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优化前面积 2671.93 公顷。是由国营

达县铁山林场以《达县铁山林场关于设立四川铁山国家级森林公

园的申请》 (达铁林发〔2006〕021 号)申请设立，由国家林业局

以国家林业局关于准予设立铁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行政许可决

定(林场许准〔2006〕941 号)批准建立。

2.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

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优化前面积 867.41 公顷。由达县林

业局以达县林业局关于申报达县雷音铺森林公园为省级公园的

请示(达林企函〔1992〕235号)申请设立。

3.真佛山风景名胜区

真佛山风景名胜区优化前面积 3033.14公顷。是经四川省人

民政府川府函〔1996〕385 号批准设立, 真佛山风景名胜区地理

位置在达县亭子镇、福善镇、麻柳镇、景市镇之间。

4.火烽山森林公园

火烽山森林公园优化前面积 674.90 公顷。是经达州市人民

政府 2010 年批准设立。

达川区自然保护地优化前总面积 7247.38 公顷，占本区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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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面积 224550.36 公顷的百分比 3.32%。

（三）整合优化工作开展情况

达川区高度重视自然保护地摸底调查工作，根据中央、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方针，由区林业开发与保护中心牵

头，区级相关部门配合，对辖区内的自然保护地开展了全面摸底

调查，从范围边界、功能分区、保护管理现状、历史遗留问题等

方面入手，系统调查保护地基本情况、地情林情，认真梳理各自

然保护地历史遗留问题，客观准确反映问题，为自然保护地整合

归并优化提供科学依据。2019 年底已经完成达州市达川区自然

保护地摸底评估报告（初稿），2022 年 8 月，根据国家林草局

及省市的相关要求，我中心会同区级相关部门研究我区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方案，并上报市林业局。

二、自然保护地存在主要问题和冲突现状

（一）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情况

达川区涉及 4 个自然保护地，包含 3 个森林公园 1 个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 1 个国家级，1 个省级，1 个市级，风景名胜区

为省级。4 个自然保护地相距有一定距离，之间无叉重叠面积。

（二）现有自然保护地内冲突概况

1.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

（1）交叉重叠。不涉及。

（2）城镇建成区。不涉及。

（3）村庄和人口。村庄占地面积 44.46 公顷，人口 5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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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 105.71 公顷。

（5）人工商品林。人工商品林总面积 81.05 公顷。

（6）矿业权。涉及矿业权总面积 136.79 公顷。其中达州市

达县建设煤矿面积 45.95 公顷，初设时间：2005 年 10 月 13 日，

权证号 C5100002010121120102256；达县金檀乡兴隆湾石灰矿厂

面积 90.84 公顷，初设时间：2001 年 12 月 18 日，权证号

C5117212010107120078589。

（7）开发区。不涉及。

（8）工业园区。无。

（9）项目设施。项目设施面积 4.71 公顷。项目名称：达州

市铁山国家森林公园综合开发项目一期项目，备案号：川投资备

[2020－511700－72－03－474252]FGQB-0026 号。

（10）违法违规情况。不涉及。

2.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

（1）交叉重叠。不涉及。

（2）城镇建成区。不涉及。

（3）村庄和人口。村庄占地面积 31.09 公顷，人口 655 人。

（4）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 5.14 公顷。

（5）人工商品林。人工商品林总面积 295.25 公顷。

（6）矿业权。涉及矿业权面积 277.92 公顷。其中四川达竹

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斌郎煤矿），面积 86.52 公顷, 初

设时间：1984 年 7 月 1 日，权证号 C510000200901112000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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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达竹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小河嘴煤矿），面积 193.4

公顷, 初设时间：1989年 3月，权证号 C5100002009011120003257。

（7）开发区。不涉及。

（8）工业园区。无。

（9）项目设施。不涉及。

（10）违法违规情况。不涉及。

3.真佛山风景名胜区

（1）交叉重叠。不涉及。

（2）城镇建成区。真佛山风景名胜区涉及自然资办〔2022〕

2341 号文公布的城镇开发边界中福善场镇建成区 20.21公顷，涉

及人口 1645 人。

（3）村庄和人口。真佛山风景名胜区内村庄占地面积 50.99

公顷，人口 7841 人。

（4）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 482.70 公顷。

（5）人工商品林。风景区内人工商品林总面积 639.51 公顷。

（6）矿业权。不涉及。

（7）开发区。不涉及。

（8）工业园区。无。

（9）项目设施。不涉及。

（10）违法违规情况。不涉及。

4.火烽山市级森林公园

（1）交叉重叠。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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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建成区。城镇建成区 138.85 公顷，涉及人口 4863

人。涉及翠屏街道办事处及高新区的长田社区、火烽山村等。

（3）村庄和人口。村庄占地面积 23.03 公顷，人口 1675 人。

（4）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 15.02公顷。

（5）人工商品林。人工商品林总面积 43.86 公顷。

（6）矿业权。不涉及

（7）开发区。不涉及

（8）工业园区。无。

（9）项目设施。不涉及。

（10）违法违规情况。不涉及。

三、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

（一）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结果

整合优化后达川区保留铁山国家森林公园、真佛山风景名胜

区、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 3 个自然保护地，面积 4890.08公顷，

占本区陆域国土面积的 2.18%。分别为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

面积 2130.38 公顷，占达川区优化后自然保护地的 43.6%；四川

省雷音铺森林公园，面积 173.24 公顷，占达川区优化后自然保

护地的 3.5%。真佛山风景名胜区，面积 2586.46公顷，占达川区

优化后自然保护地的 52.9%。

为了进一步加快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的开发建设步伐，适

应川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尽快将公园的生态旅游资源优

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和经济优势，为达州市居民提供一个高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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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度假游乐场所，保留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地。

（二）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整合优化方案

1.空间整合（身份处置）

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不涉及空间整合。

2.范围优化

（1）调出方案

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优化调整前面积 2671.93 公顷，共调

出 98 个区块，调出面积 529.52 公顷。其中，因村庄调出地块 8

个，面积 44.46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调出地块 16 个，面积 106.62

公顷；因矿业权调出地块 18 个，面积 141.16 公顷；因项目设施

调出地块 4 个，面积 4.71公顷；因人工集体商品林调出地块 17

个，面积 87.93 公顷；因其他调出地块 35 个，面积 144.62 公顷

（其中因连带调出连片耕地范围内沟渠、田坎、乡村道路等调出

地块 17 个，面积 2.83 公顷；因整合后孤立、细碎图斑等调出地

块 18 个，面积 141.79 公顷）。调出后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面

积 2130.38 公顷，范围内基本不涉及矛盾冲突等问题。

（2）调入方案

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无调入内容。

3.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调整

不涉及。

法规政策和科学评估依据：根据自然资函〔2020〕71 号、

自然资办发〔2020〕42号、自然资函〔2020〕861号、自然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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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21〕458号、办函保字〔2022〕99号等整合优化规则。

4.管理机构队伍

管理机构由达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以达县机构编制委员关于

同意成立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的通知（达编〔2007〕65

号）批准建立，编制 15人。

（三）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的整合优化方案

1.空间整合（身份处置）

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不涉及空间整合。

2.范围优化

（1）调出方案

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优化调整前面积 867.41 公顷，共调

出 63 个，面积 694.17 公顷。其中，因永久基本农田调出地块 4

个，面积5.41公顷；因人工集体商品林调出地块16个，面积295.25

公顷；因村庄调出地块 11 个，面积 31.09 公顷；因矿业权调出

地块 6 个，面积 277.92 公顷；因其他原因调出地块 23 个，面积

84.5 公顷（因管理权属存在争议调出地块 2 个，面积 19.86公顷；

因整合后孤立细碎图斑调出地块 21 个，面积 64.64 公顷）。调

出后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面积 173.24 公顷，范围内基本不涉

及矛盾冲突等问题。

（2）调入方案

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无调入内容。

3.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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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

法规政策和科学评估依据：根据自然资函〔2020〕71 号、

自然资办发〔2020〕42号、自然资函〔2020〕861号、自然资办

函〔2021〕458号、办函保字〔2022〕99号等整合优化规则。

4.管理机构队伍

管理机构由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编制委员会以中共达州市

达川区委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管理处的

通知(达川编委〔2015〕16号)批准建立，编制 7 人。

（四）真佛山风景名胜区的整合优化方案

1.空间整合（身份处置）

真佛山风景名胜区不涉及空间整合。

2.范围优化

真佛山风景名胜区优化调整前面积 3033.14 公顷，共调出 7

个区块，调出面积 457.69 公顷。其中城镇建成区 4 个区块，调

出面积 20.21 公顷，人口密集区和连片稳定耕地 3 个区块，调出

面积 437.48 公顷。调出后真佛山风景名胜区面积 2575.45 公顷，

范围内基本不涉及矛盾冲突等问题。

3.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调整

不涉及。

4.管理机构队伍

真佛山风景名胜区的日常管理维护是主要是达川区编办划

转达州东部经开区锁定的 7 名真佛山景区人员，而东部经开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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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面积占 66.6%，达川区管辖面积占 33.4%。建议整合优化后组

建管理机构负责跨两个管理区域日常管理维护。

法规政策和科学评估依据：根据自然资函〔2020〕71 号、

自然资办发〔2020〕42号、自然资函〔2020〕861号、自然资办

函〔2021〕458号、办函保字〔2022〕99号等整合优化规则。

（五）火烽山森林公园整合优化方案

经论证撤销。火烽山森林公园经达州市人民政府 2010 年批

准设立，地理坐标：东经 107°27′34〞至 107°29′57〞，北纬

31°10′02〞至 31°11′51〞, 属市级森林公园，面积 674.9 公顷，涉

及人口 6538 人，全部位于达州市城市规划区内。其中，永久基

本农田 15.02 公顷；一般耕地 321.57；人工集体商品林 43.86 公

顷；村庄 23.03 公顷；水面 26.26 公顷；城镇建成区 138.85 公顷；

剩余林地面积 99.75 公顷，树种单一，多为柏木纯林。火烽山森

林公园地处达州市达川区南城规划区内，同时火烽山森林公园无

论从自然性、物种多样性、稀有性，还是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代表性角度，都不具备设立森林公园的条件，林区集中地属于川

东典型的农林复合体生态系统类型，人口众多，人为干扰极为强

烈，林地均多为集体商品林，生物多样性较低、物种珍稀性差，

无特殊价值的景观和遗迹，撤销森林公园对森林公园内生物多样

性和景观影响极小。针对该森林公园自然生态资源保护价值已编

制专题论证报告，经专家论证保护价值低。同意撤销火烽山森林

公园。



- 12 -

四、影响和效益评价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是有效解决风景名胜区范围边界不清、

交叉重叠和矛盾冲突等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整

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将逐渐步入正轨，各项工作得以有

序开展，对今后自然保护地的合理保护开发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生态效益

整合优化后，解决了自然保护地内现实矛盾冲突，降低了外

部干扰，随着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的不断完善，景观多样性可得

到保持和提高，森林群落的自然演替得到了保护。同时通过对自

然保护地内生态环境、景观资源、游憩观赏、土地使用等多种要

素的保护利用协调，进行积极的管护和主动的营造，会有效提升

景区的生态环境质量，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不断改善，种群数量

和质量将会显著增加增强，为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起到了巨大

的生态支持和生态保证作用，整合优化后真佛山风景名胜区的面

积虽然减少，但对生态效益的影响不大。

（二）经济效益

整合优化后使自然保护地的发展更切合当地实际，直接减少

了人为活动对自然保护地的干扰，切实解决自然保护地划建之初

的历史遗留问题，亦能够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建立与资源环境保护

相统一的现代旅游服务业体系，不断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在切实保护好风景名胜区资源的前提下，结合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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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不同特点，开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拉动地方旅游经济相

关产业，促进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实力的增强，实现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社会效益

自然保护地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历史文化、得天独厚的自

然地理条件，通过整合优化，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明确了风景

名胜区管理属性，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景观资源又成为科学研究、

教学实习的理想场所。同时自然保护地的旅游业和生态农业还将

带动周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保护历史文化、弘扬地方特色，

创新自然保护地管理方式，协调环境保护、旅游发展、民生事业

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

谐发展。

（四）影响评价

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是在前期调查摸底、梳理存在问题的

基础上，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编制的成果和经验，严格

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做好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预

案编制工作的函》（办函保字〔2022〕99 号）《风景名胜区整

合优化规则》的要求，对调出地块进行逐一审核、分类统计。并

对整合优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

广泛听取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实现集体讨论决定。因此，不存

在风险。

经本次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达川区撤销了市级火烽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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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园。自然保护地只保留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四川铁山国家

森林公园）、一个省级森林公园（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一

个风景名胜区（真佛山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4890.08公顷，占

达川区国土总面积的 2.18%。

经过本次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范围内基本不涉及矛盾冲突

等问题。特别是保护区内的居民基本没有发展的空间，通过对居

民分布广，基本农田分布多，森林资源分布稀疏的区域进行调整，

即保护了森林生态系统，也解决了因自然保护地范围过大，保护

区区块过多、面积过大、级别过高，导致经济发展、乡镇村建设、

农业产业园建设、原有旅游项目建设、精准扶贫项目建设等的实

施过程中，形成的相互掣肘局面。

五、相关意见和承诺

（一）相关意见

预案中调出的非国家战略资源的矿业权、工业企业、经济开

发区、各类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及其它矛盾地块（包括人口密

集区、影响稳定重大矛盾冲突等）等以上地块的调出能更好地保

护现有自然资源地，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严格按

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下进行科学、必

要和合规的整合优化。达川区完全同意预案中对非国家战略资源

的矿业权、工业企业、经济开发区、各类建设项目、建设用地、

及其它矛盾地块的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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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承诺

整合优化后达川区调出地块不涉及已列入中央和省级环保

督察、自然保护地“绿盾”行动、违建别墅清理整治等各类专项行

动以及长江、黄河生态环境警示片发现问题，未列入相关整改问

题清单。

附图：1.达州市达川区整合优化前自然保护地分布图

2.达州市达川区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分布图

3.达州市达川区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

线分布图

4.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整合优化前后对比图

5.雷音铺森林公园整合优化前后对比图

6.真佛山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前后对比图

附表：1.整合优化前自然保护地信息

2.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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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整合优化前自然保护地信息

保护地编号 保护地名称 保护地级别 保护地类型 市 县
面积

（公顷）

X_286 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森林公园 达州市 达川区 2671.93

X_309 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达州市 达川区 867.41

X_393 火烽山森林公园 市级 森林公园 达州市 达川区 674.90

X_191 真佛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风景名胜区 达州市 达川区 3033.14

合计 72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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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信息

保护地

编号
保护地名称 保护地级别 保护地类型 市 县 优化后面积（公顷）

X_286 四川铁山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森林公园 达州市 达川区 2130.38

X_309 四川省雷音铺森林公园 省级 森林公园 达州市 达川区 173.24

X_191 真佛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风景名胜区 达州市 达川区 2586.46

合计 48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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