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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研究中心完成国家林草局委托的《国家公园规划建设调整及社区共建》软课题项目任务书和合同，已寄给国家林
草局。

☆《景区玻璃栈道建设标准》工作，经过公示后分别在 5 月和 6 月完成了线上、线下讨论会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7
月邀请 5 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征求意见，并交由河北加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组织进行修改，7 月 10 日由全国智能建筑
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人员完成了统稿。经协会沟通协调还将邀请石家庄铁道大学、凤凰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等单位参与《景区玻璃栈道建设标准》的制定工作。
☆协会项目部崔宇迪与智慧景区专委会相关专家召开视频会议，共同修改完善《风景名胜区门票系统技术规范》（草稿）
标准内容 。

☆ OUTLOOK 世界遗产评估更新：按照与 IUCN 世界遗产部沟通的计划安排，在规定时间内协助完成全部中国自然、混
和遗产地的评估更新工作，收集齐相关遗产地的反馈信息并将定稿的英文报告转至 IUCN 世界遗产部，已收到其确认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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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组织召开《巴丹吉林沙漠 - 沙山湖泊群》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咨询会

根据世界遗产申报程序，2020 年下半年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专家将对巴丹吉林沙漠 - 沙山湖泊群世界自

然遗产提名地进行考察评估。为顺利完成考察评估任务，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在北京召开了提
名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咨询会，力求推动申遗项目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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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此次咨询会的有国家
林草局自然保护地司严承高副司
长、袁小虹处长、孙铁副处长等
领导，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王凤
武会长及技术团队，国家林草局
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马克
平、李江海、闻丞委员，中国地
质大学武法东教授，内蒙古林草

国家林草局副司长严承高

协会会长王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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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一行赴五台山风景名胜区调研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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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阿拉善盟和阿拉善右旗的领
导，国家林草局林产工业规划设
计院以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会议由内蒙古林草局自然保
护地处处长张宏主持。

会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常务副旗长张光辉和
阿拉善右旗林草局局长王宏己对申遗工作的开展及准备情
况进行了汇报，包括拟定的两套专家考察评估线路方案、
综合治理情况介绍和活动安排等。

会上，与会专家组、参会代表对下一步实地调研工作
计划进行了充分讨论，对项目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
考察期间的重点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内容：一要尽快组建国内专家团队完成提名地
实地踏勘，合理设计 IUCN 专家考察评估线路、制定考察
方案；二要尽快完成汇报 PPT（中英文），确定汇报专家，
编制考察指南手册，并结合实际制定后勤保障方案、应急
预案等材料；三要成立“国检”小组，由高层推动，组织
相关领导和国内专家提前开展至少 2 次国内预检；四要加

快提名地立法进程，提高法律保护地位；五要尽快完成提
名地勘界工作，立碑确定界限；六要解决好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特别是旅游、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交通、原住民发
展生产等开发活动、以及生态治理、取水用水等活动与提
名地原生态保护的矛盾问题，做好保护成果的展示，并精
心组织好相关利益群体与考察专家的座谈会。

最后，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严承高对
咨询会进行总结，强调希望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此项申遗，
增强紧迫感，尽快倒排时间表和组建专家团队，快速完善
优化前期准备工作，按照 IUCN 报告中的要求落实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专家考察评估工作进程。

协会对外联络部

7 月 15 日，由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秘书长赵旭伟带
队，协会顾问总规划师疏良仁、协会战略合作单位中车城
市交通有限公司旅游交通事业部总经理郁强等一行 6 人赴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就五台山旅游交通和转型发展进行调研
座谈。

座谈会由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局副局长边利军

主持，五台山规划国土建设局、交通服务中心、招商服务
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参加。郁强总经理首先汇报了前期向忻
州市委书记郑连生汇报的五台山旅游交通方案相关情况，
并介绍“忻州 + 中车”全域旅游发展新模式。随后，疏良
仁顾问总规划师补充说明五台山中运量电车旅游观光线的
初步方案，建议统筹研究边界调整、转型发展和旅游交通
三项内容。赵旭伟副秘书长提出，五台山作为世界遗产和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应抓住当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契
机，科学调整风景名胜区边界，解决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发
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就五台山中
运量电车旅游观光线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
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调研期间，协会一行还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
主任、规划国土建设局局长刘明国等领导就优化整合、边
界调整、规划建设等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此次调研活动加强了协会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间的联
系与沟通，管委会表示有意向与协会和中车城市交通有限
公司在景区规划及旅游交通等方面开展长远合作；协会也
将发挥专业优势，为风景区边界调整、规划设计等提供技
术咨询服务，助力五台山风景名胜区转型发展。

协会项目部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规划设计联合体中标
乐山大佛景区文旅产业策划项目

7 月 7 日，由四川省乐山大佛旅游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组织的《乐山大佛景区总体文旅产业策划及概念
性设计》方案征集活动，吸引了国内 20 余家知名旅游规划
与策划机构参与竞标。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规划设计联合体参加此次竞标，
设计方案紧扣“大佛景区如何助力乐山市建设世界著名旅
游目的地”核心问题破题，提出“优化边界、东扩西延、
南北融城、丰富业态”的景区扩容提质发展战略。突出文
化体验，深度演绎弥勒文化、古嘉州文化、川西民俗文化、
美食文化和山水文化五大文化主题。创意策划一批重点项
目，助力世界遗产地和风景名胜区在转型发展方面树立标
杆，实现景城一体发展。最终该方案获得评委专家肯定，
以排名第一中标。

中景协规划设计联合体

总平面设计图

张宏处长主持

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常务副旗长张光辉
专家组李江海

专家组马克平

阿拉善右旗林草局局长王宏己
专家组闻丞

专家组武法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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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国家公园发展建设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交流会

7 月 22 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与中国城市建设研究
院就双方共同承担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
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国家公园课题项目进行了一次阶段性
研究成果汇报交流。参加会议的有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
书长周雄、副秘书长刘强、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上海分院
院长王继旭、风景园林院园林三所所长袁建奎、副所长姜
娜以及双方课题小组的全体成员。

会上，协会研究中心主任朱芳向大家汇报了《国家公
园标识标牌规范》课题的进展情况，以及规范初稿的相关
内容。城建院三所副所长姜娜就《国家公园标志设计原则
及审批管理办法》课题的研究内容以及初步成果进行了汇
报交流。座谈期间大家对两个课题存在的交叉情况做了梳
理，对课题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疑点难点进行了交流探讨，
并对课题成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会议再次强调了标志、
标识、标牌作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形象标识的重要意
义，要求在课题研究中始终保持高位意识，突出国家形象，

有继承更要有突破。
会议最后就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近期

课题负责人将对两个课题的研究情况进行整体汇总，并向
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工作进展和阶段性研究成果汇报。同时
将通过实地调研和意见征求两种形式展开课题调研工作。

协会研究中心

崆峒山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发展”研究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办、国办先后印发
的《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
及《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
导意见》精神，具体落实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关于
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有关工作的函》、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前期有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2020 年 1 月，崆峒山大景区管委会委
托协会编制《崆峒山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发展”研究报告》，
解决崆峒山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相互重叠等问题，为
科学制定平凉市崆峒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提供建议，

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规划设计中心项目组于 5 月已
提交研究报告初步成果。近期正在对主管部门在有关会议
上提出的相关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学习，将尽快根据甲方
反馈意见修改和完善成果报告。 

协会规划设计中心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