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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资讯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
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弯碧水映
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
撒……”

无论我走到哪里，这动人的旋律
总在我耳边回响。美丽的草原是生我
养我的地方，也是我一生倾情付出的
地方。

从 1994 年大学创业开始，28 年
间我一直没离开过草原。我觉得我更
像一棵小草，看着不起眼，但一直在努
力成长。收集、研究、保存、繁育、推广
野生乡土植物，建设乡土植物种质资
源库（小草诺亚方舟），现已有200多
种适地适生的植物应用到草原、矿山、
湿地等生态修复项目中，累计修复面
积近3000万亩。

从一个草原放羊娃到建立生态科
技种业企业，我每一步的成长与发展，
都受益于、也感恩于党和国家的好政
策。如今我们正用“特色种业+小草数
字”精准修复生态的治理模式，用一棵
小草完成生态修复、带动生态产业、农
牧民增收致富。

我是草原放羊娃

我从小生在草原、长在草原，七八
岁就开始放羊。家里兄弟姐妹六个人，
并不富裕。

好不容易考上了内蒙古农业大
学，学费却成了问题。我只好背着200
多斤羊毛到集市去卖。一次背不动就
分两捆，往前背一捆放下，返回来再背
另一捆……就这样倒腾了大半天才坐
上客车到集市卖了羊毛，凑够了学费。

1994年，我上大学二年级，为了
生活费和学费，我开始蹬三轮车卖花。
为啥想起来卖花？当时学校的温室培
育了一批仙客来，5元钱一盆向外批
发，在外面能卖8元钱。那会儿我也没
有本钱，就找人家赊，借了个三轮，早
出晚归，走街串巷……

等到毕业时，我已开了3家花店、
有20来名员工。那时候呼和浩特市才
6家花店。

我还记得，有个星期天，一位妈妈
带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来店里看
花，我热情地给她们介绍了店里的花，
还有养花的知识。讲完之后，她们也没
买，我把她们送到门口，这时这位妈妈
却突然拍了拍姑娘说，“丫头你一定要
好好学习，不然以后长大了就会像叔
叔一样卖花卖草！”

其实，卖花卖草在大多数人看来
不是个“正经”营生，是个受苦的差事。
但我慢慢地做出了乐趣，也有了心得。

我们总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

我发现，当时城里美化绿化的花
花草草都是进口的，常浇水、总打药、
勤施肥，可一旦伺候不到位，不是草枯
就是花落。

可是，我小时候放羊，草原上的那
些野花野草，每年只要能有三两场雨
就长得很好。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一到下雨天，母亲就要炒几颗鸡蛋，父
亲有滋有味儿地喝一顿小酒，我们这
些小娃娃，就在院里撒欢。为什么？高
兴！即便是大旱的年头，也没人给他们
浇水施肥，但是来年的春雨春风又让
花草生机勃勃。

我就想，是不是能办一家公司，让
我们自己本土的花草用于绿化。于是
就有了现在公司的前身。

这些年，我按这个思路，带着团
队到那些干旱的地方、矿坑里、沙漠
中、山头和边坡上，找那些大旱后还
活着的，大冷天还绿着的、能活好几
年还不怕踩的花花草草，把它们的种
子采回来，在我们的小草之家保存、
研究、繁育，再用到草原、矿山这些个
国土绿化上去。“蒙草抗旱”慢慢就叫
出去了。

2007年，我又开始琢磨能不能把
这些野外的花草树木都收集起来，建
一个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以后一查
就知道哪个地方能长什么，什么植物
能长在哪里。

最初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公司很
多高管都觉得公司规模也不大，一个
民营企业折腾一个不赚钱的事情干什
么？而且这么“高大上”的科技项目，国
家系统里有那么多专业研究院，你一
个民营企业，缺人缺钱咋能做成？

我就组织大家开了个会。我问大
伙，50年后你们在哪了？他们说估计
都不在了。我再问 50 年后公司还在
不？他们有人说不知道。我继续问：那
50年后我们收集的这些植物、种子还
在不？他们说应该都还在，也还能种。

我说“小草，争的不是高低，是生
生不息”，我们总要给子孙留下点
什么。

于是，就这一件事，我坚持做了
28年。

从花店的花花草草到研究大自然
的花花草草，我们把干旱半干旱地区
有地理标记的植物种子/标本10多万
份、土壤样本140多万份，收集保存在
一个叫“小草诺亚方舟”的地方，长期
库中能保存种子活性50-100年。

那些为小草奉献的人

这期间，我和团队走遍内蒙古、新
疆、西藏、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在风
里、雨里、山野里、沙漠里，年复一年的
采种、收集、保护选育各种植物，发生
了很多故事让我十分感动。

我们草原生态系统研究院院长、
70多岁的老专家、草原老知青邢旗老
师，年复一年守在乌拉盖草原，采种、
观测、治理暗沙带。

草原上的天，往往风雨无常，这会
还36℃大太阳晒的不行；一会暴雨又
来了，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唯一有的

就是一个草帘子搭的小窝棚，还挤不下
那么多人。饿了啃一口干粮、吃一口泡
面，早晨4点多天蒙蒙亮出发，晚上10
点才能回去，还得抓紧时间整理科研数
据，可是他这一守就是几十年。

年轻的科研人员赵韦，刚毕业就一头
扎在西藏，一干就是5年。采集水、土、气，
一株草一株花地采，慢慢在雅鲁藏布江边
上，建了当地的资源圃，一点一点把西藏
高海拔植物种业研究体系建立起来。

这些年，我们在内蒙古、西藏、陕西、
青海、新疆等国家重要的生态区都建了
研究院、草种繁育基地。我们的研发基
地、生态项目里也有很多当地的农民、牧
民，尤其是我们租了地的农户，每年都参
加采种子、标本、水样土样，在资源圃里
搞研究，家门口能稳定就业，成了我们最
接地气的“小草科学家”。

跟自然接触多了，包括研究草种、研
究生态的时候，没有诀窍，尊重自然规律
最重要、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想着把
这里的种子、植物、动物、山水林田湖草
沙搜集起来，把这些融到我们的基地里。

现在，我们全国十几处科研基地都
是免费开放的，有的就是一个生态大公
园，小学生们能来体验、参观；有的就是
自然博物馆，大学生、研究生能来实践教
学、开展课题研究。像我们在和林的草博
馆、大青山底下的种业中心、西藏的高海
拔植物研究基地、陕西的三秦植物种业
科研基地，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来学习自
然知识，学习尊重自然、懂得自然。

像小草一样扎根

常有人问我说有啥理想，我说从放
羊娃到现在，理想都一步步实现了。可我
最想做的还是研究这些花花草草，这是
初心也是使命。我还是要沉下心来，在党
和国家的引领下，做好企业，承担社会
责任。

草种离不开草原，有时候草原上夏
季有旱灾，冬季有白灾（雪灾），我们就免
费开放公司的大数据系统为牧民发送防
火、防雪灾预警，指导他们及时预防。

2017年东部几个牧业盟市遭遇“白
灾”，牛羊的饲草料严重短缺，交通也中
断，市场上牧草价格暴涨，有的翻一番还
多。我们公司当时和蒙古国正在做天然
牧草贸易，手里头有个3万多吨库存。经
营团队说我们的好市场好时机来了，今

年价格高能盈利不少。
可我是放羊出身，受苦人的难处我

知道，我说咱们不能涨价，这个时候涨
价就是趁火打劫，但是便宜卖了又是扰
乱市场秩序。我说那干脆就给捐了吧，
牧民有困难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
把，这批牧草就捐给了 10 个受灾牧业
旗县。

特别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我可以
在更大的平台上呼吁加强草原草业保护。

2013年，我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提
交了《在北方生态环境建设中加强乡土
植物应用》的提案，希望大家重视乡土植
物的重要性；

2016年，建议国家在重点生态建设
工程中增加草种基地项目；

2019年，我呼吁应该加强特色种业
的保护与应用；

今年两会上，我建议建立国家特色
种业种质资源库和数字化应用体系。

9年的政协履职，我一直都在关注
乡土草种、特色种业，一直在想、在做、
在摸索，怎样才能建起我们自己的种
质资源库？能不能用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让种子保存得更全更好、利用得更
快更便捷？

记得2015年9月，我参加了全国政
协第5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
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我作了题为

“利用现代科技保护草原”的发言。发言
中结合自己成长经历和企业实践经验，
提出草原保护要建立和利用好草原植物
种质资源库和“草原大数据”、要有标准
和方法、要学会与草原对话。这个发言内
容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认可。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视察蒙草
公司。当时，他嘱托，无论是农业还是牧
业，都要依靠科研，找一些当地适合的品
种，要走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
乡土植物开发推广应用及低碳可持续发
展之路。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在讨论环节，
他特别嘱托蒙草要做好我们自己的草种
业，做好特色种业。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更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走符合自然规律
的、符合国情、地情的生态发展之路，扎
根草原、守望绿水青山，像一粒小草的种
子，扎根、扎根！

[王召明系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小草扎根小草扎根
口述 全国政协委员 王召明 整理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日前，笔者在读当地主要媒体头版
时发现一条新闻：某县发现国内最大规
模某种野生珍稀植物居群，文中详细地
报道了这个居群的所在位置“**乡**村
**自然村”“***山场的公路北坡至坡底
水沟边”。看完这个，笔者心里一沉
——老子在《道德经》说，“不贵难得
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
乱。”告诉野生珍稀植物的详细所在，
难道不会引发风险？

果不其然，我把这条消息发给两位
朋友，一位平时喜欢侍弄花草的朋友看
后，他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按“地”索
骥去挖个几株来养养；一位是林业部门
的丁科长，“业内人士”看完后，迅速
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
条例》，里面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
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野生
植物资源”的义务，而没有明确的“加
密”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的措施
要求。

笔者将丁科长和农工党市委会办公
室主任陈炯一起组建一个微信群，对这
条线索开展进一步调研后，发现：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一些珍稀动植物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
但在公布珍稀野生动植物信息时，不少
媒体及刊物都详细或较详细描述了物种
采集地的信息。可这些“信息”会给它
们带来灭顶之灾。

首先，易诱发偷盗。近年来，偷盗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新闻时
常见诸报端。比如，2020年，重庆破获一起网络非法出售濒危鹦
鹉案，查获保护动物300余只；2021年4月2日，广西北海有一村
民非法盗采国家级濒危珍奇植物二级保护植物金毛狗蕨。在一定
程度上，公布珍稀物种采集地详细地址，相当于为犯罪分子明确
了偷盗目标。

其次，公布详细信息可能致使它们被过度采集至物种濒危或
灭绝。1994年，科学家发现了东南亚的麦氏长颈龟和新几内亚长
颈龟的区别，将其独立成种。到1997年，就因人类的采集而极度
濒危。1999年，有外国生物学家在广西喀斯特地区凭祥市一山区
发现一新物种，并命名其为“凭祥睑虎”，研究者发表论文并公布
了标本采集地。几年后，另外一位研究者重返这里，发现此地每
一块石头都被人翻遍，“凭祥睑虎”已绝迹。这样的例子，在珍稀
动植物的领域内屡见不鲜。

再则，公布详细信息可能为非法贸易提供供货渠道。近年
来，珍稀动植物及其制品走私犯罪日趋隐蔽，但我国近10年来仅
海关公布的非法野生动物走私案件就涉及多达109种野生动物。

事实上，一些地方与机构已认识到“保密”的必要性。2014
年，我国研究团队在《动物分类学》上发布了一个两栖动物新种
高山棘螈时，首次不公开采集地，保护高山棘螈不被标本贩子和
宠物贩子骚扰。

因此，笔者认为，采集地详细信息的保密工作，是保护好珍
稀动植物的关键举措之一。为此，我们迅速撰写一条社情民意信
息《建议分三步“加密”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提交
相关部门。

第一步，明确不得泄露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建
议由国家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及中宣部联合发文明确，在各
类新闻媒体、学术期刊上发布有关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新闻或学术
论文等，不可泄露采集地详细信息。对采集地的描述只可至县一
级或自然保护区。同时，明确责任追究，对因泄露珍稀野生动植
物采集地详细信息而导致珍稀野生动植物损害的个人或单位，视
损失情况予以责任追究。

第二步，删除已公布的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建
议由中宣部发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限时整改行动，对近5年内在
网站、微信公众号、各类App、学术期刊电子版等曾发布珍稀野
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的，均予以删除，统一采集地信息为某
县（区）或自然保护区，及时止损。

第三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条款中增加

“禁止公布珍稀野生物种采集地信息至县级或自然保护区以下”；
同时明确泄密后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笔者所在的丽水市是全国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
一，物种多样性居全省之冠，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2020年以来，丽水市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
估等工作，发现了一系列新种和新记录，如发现大型真菌中国新
记录种64种、浙江省新记录种263种；发现了两栖纲角蟾科新物
种百山祖角蟾等。

然而，在公布珍稀野生动植物信息时，不少媒体及刊物都描
述了发现地的详细信息。如：2020年10月《丽水首次在保护区外
围拍到黑熊……》提到，布设在九龙山保护区廖坑松坑岗的一台
红外相机拍摄到了两张黑熊的照片……诸如此类消息令我们深感
忧心，因此，我们随之提出，《建议我市率全国之先出台“加密”
珍稀野生动植物采集地详细信息办法》，目前，此建议已提交相关
部门。 （作者系浙江省丽水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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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菡娟） 记者
18日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仍呈
持续改善态势。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2.9%，优良水体比例同比增长
了1.1个百分点。

2020年国家统计局所做的调查
结果显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
达到了 89.5%，比 2017 年提高了
10.7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污染
防治攻坚战阶段性成效得到人民群众
的充分认可。”全国政协常委、生态
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发布会上表示。

黄润秋说，“十三五”规划纲要
确定的九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目标全面圆满
超额完成，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厚植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
量成色。

据介绍，在大气环境质量方面，
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了87%，比2015年增长
了5.8个百分点，超过“十三五”目
标2.5个百分点。PM2.5，也就是细
颗粒物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浓
度达到了 37微克/立方米，比 2015
年下降了28.8%，也超过“十三五”
目标10.8个百分点。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
优良水体比例由2015年的66%提高
到了2020年的83.4%，超过“十三
五”目标13.4个百分点；劣V类水
体比例由 2015 年的 9.7%下降到了
2020年的0.6%，超过“十三五”目
标4.4个百分点。

在土壤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双双超过 90%，顺利实现了

“十三五”目标。在生态环境状况方
面，全国森林覆盖率 2020 年达到了
23.04%，自然保护区以及各类自然保
护地面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的18%。

另外，在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方
面，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5年下降了18.8%，也顺利完成了

“十三五”目标任务。
“最近这几年，我们头顶上天空的

‘颜值’一年比一年高了，一年比一年
好看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一年比一年
清新了。老百姓对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的幸福感也一年比一年增强了。这背后
是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协同作战、
合力攻坚、久久为功的结果。”黄润秋
表示。

谈到“十三五”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体会，黄润秋表示有四个方面的深
刻体会，可以用“四个前所未有”来概

括：思想认识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措施
之实前所未有、制度之严前所未有、成
效之好前所未有。

黄润秋同时表示，这5年，也探索和
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是最根本最
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引、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形成
大环保的工作格局、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
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对于“十四五”时期的打算，黄润
秋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立足新发
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生态环境
保护的战略定力，按照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的总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更加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文明实现
新进步，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贡献我们的力量。

今年上半年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9%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上山村以垃圾分类为切入点，全力
打造美丽环境，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村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及美丽经济的
支撑点。图为上山村藕田与村落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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