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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在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脱贫攻坚指挥所网格员吴贤艳脱贫攻坚指挥所网格员吴贤艳 （（左左）） 与村里的大一女生梁琼英在直播推介加榜与村里的大一女生梁琼英在直播推介加榜
梯田风光梯田风光。。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0月 11日，《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5）在云南省昆明
市拉开序幕。这次大会是

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
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将发布全

球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了

12日下午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
讲话。他表示，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
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
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这一刻，世界目光聚焦春城昆明，云
南在生态建设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功实践
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始终将保护放在首位

不久前，云南野象北巡，象群一路游
走，中国政府与民众一路精心管护，象群
最终在人工引导下平安南归。人象和谐
共处的故事温暖全球。

这只是云南致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的一个缩影。

地处中国西南、位于青藏高原东南
缘、南接中南半岛的云南，以占我国
4.1%的国土面积，囊括了除海洋和沙
漠外的所有生态系统类型，是北回归线
上唯一的“生物多样性绿洲”，被誉为

“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物
种基因库”。

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样的地形地貌、
复杂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云南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全省共有高等植物19333种、
原生脊椎动物2242种，分布有全球近
1/3花卉的野生种和近缘种，贡山羚牛、
滇金丝猴和各类珍稀高山植物在这里世
代生存，滇西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和普洱市成为亚洲象的家园，绿孔雀在
滇中的元江季雨林里繁衍生息……

多年来，云南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
保护，高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项工
作，先后发布了丽江宣言、腾冲纲领、版
纳约定，率先制定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
保护条例》，发布了省级《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成
立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和专家
委员会，建立云南生物多样性研究院，设

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
同时，较早开展县域生物多样性本

底调查与评估研究，建立了首个国家级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开展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遗传资源及
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等试点
工作，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此次COP15召开期间，云南省生态
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云南共建有自然保护区等
11类自然保护地362处，有效保护了全
省90%以上的重要生态系统和85%的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重要地质遗迹
和古生物化石。“十三五”以来，全省实施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项目120多
个，建成了30个保护小区（点）、13个近
地和迁地基地（园）、5个物种回归实验
基地。

争当生态建设排头兵

生态兴，云南兴。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对云南提出了“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

牢记嘱托，省委、省政府坚决扛起生
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

云南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
员积极行动，围绕滇池保护、生态脆弱地
区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高黎贡山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以开展调研、视察、民主监
督、协商等方式，为努力成为生态建设排
头兵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今年7月，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
组织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职能部门负责
人围绕“加强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
促进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深入
协商议政。会前派出联合调研组，先后赴
保山、德宏、怒江等州市开展实地调研，
从最南的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到最北
的独龙江和滇藏交界，多维度、多视角收
集一线素材。

期间，委员们提出的进一步摸清区
域内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生物生态安全状
况；争取从国家层面推动建立高黎贡山

地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立健全高黎
贡山联防联控机制，从国家层面推动中
缅边境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跨境保
护，促进国际合作等意见建议，频频得到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
门负责人的肯定点赞。

昆明是云南的省会，也是全省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市政协将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履职工作，持续
关注生态环境重大问题，积极献计出力。
期间，针对提升昆明市“限塑”实效，对推
进塑料污染防治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工作提出进行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强化
监督的建议，促进出台了《昆明市关于进
一步加强塑料污染防治实施意见》。就昆
明市金沙江流域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开展
调研，为推进矿山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及
科学编制“十四五”专项规划建言献策。
牵头对滇池、阳宗海流域以外的10个县
（市）区落实“河长制”情况进行督察，开
展实地巡河40多次，促进水环境不断改
善，9条河道水质全部达标。

积极贡献政协智慧

此次COP15盛会在昆明召开，也让
全省广大政协委员有了诸多思考。

省政协委员、昆明市政协主席熊瑞
丽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在生物
基因多样性的保护，而生物基因的保护

离不开基因数据的分析。“应建立全省统
一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分析中心，为国家
未来发展战略的延展做好充分准备。”

昆明市政协委员李钺认为，云南作
为动植物王国，天然具有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责任担当。而昆明作为省会城市，更
应着力完善保护生物多样性配套制度。
他建议，云南探索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国
际保护策略。昆明以COP15为契机，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统筹现有地方生物
多样性法规的指导思想，形成具有地方
代表性的立法指导思路。

“当前云南生物多样性和物种资源保
护仍面临诸多问题困难。”省政协委员、云
南省科协副主席袁晓瑭建议，应尽快制定
出台云南生物多样性和物种资源保护法
规，完善出入境查验监管领域执法体系，
争取从国家层面与邻国政府磋商，在云南
建立“中、老、缅跨境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先
行示范区”，推进跨境环境保护。

“云南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历来
是外来生物入侵的高风险区。”省政协委
员、西南林业大学副校长杨斌建议，尽快
建立外来入侵生物协调机构，将有害生
物入侵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负面清
单，建立相关法规，构建国内地区、行业、
部门间的信息共享、联检、联防、联控机
制，同时推动中国、老挝、越南、缅甸等国
之间建立双边或多边外来入侵生物信息
共享和联防联控机制。

解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云南密码”
——云南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记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如果说国际大会上一般谈
论的都是严肃的“大事”“官
方事”，在联合国 《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
五次会议开幕式上，很多
内 容 却 让 人 感 受 到 “ 别
样”的诚意与温暖。

开场时，短片《“象”
往云南》的播放再次让人们
见证了几个月前一路向北的
亚洲象。它们洗澡、漫步、
吃庄稼的样子颇为顽皮可爱，
而人与象相伴同行的画面更是引
发了人们对如何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的思考。

云南省委书记阮成发说，这是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生动写照，也充分说明“无
论国界、肤色、种族、语言，保护生物多样性，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

而更让世界深刻感受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智
慧”的，是20岁的哈尼族姑娘施晓悦的娓娓讲述。

1300年前，在中国西南部，崇拜大自然的哈尼
祖先悉心保护着茂密森林。哈尼人在森林之下搭屋
建寨，又在村寨周边依山就势，挖田取水，开垦出
宛如天梯的哈尼梯田。

他们以木刻分水制度保持了梯田用水的公平和
谐，沿梯田而下的水，在河流中形成水蒸气，进入大
气变成降雨。人的活动不仅没有破坏自然的循环，反
而帮助它变得更加良性，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

水系四素同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农耕文明奇迹。
千百年来，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让巍峨连绵的哀牢山

区拥有2000多种植物和460种野生动物，成为世界生物多样化的热
点地区。

施晓悦还向世界介绍，今天的哈尼人在美丽的自然山水之中，依
托生态农业和体验式旅游，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
明理念，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方案”的具体实践。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而广大青年
就是中坚力量。

开幕式上，一位“90后”的新疆姑娘，代表中国青年站在面向
全世界的讲台上，亮明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

“过去4年，我和上百万名中国‘90后’，一起做了件大事：帮助
蒙新河狸由162窝提升到190窝，使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种群数
量增长了近20%。”

2018年初，初雯雯回到家乡阿勒泰，和团队发起了为蒙新河狸
种植灌木柳的“河狸食堂”项目。

“一瓶可乐能种一棵树，一杯咖啡能种六棵树，一顿炸鸡能种十
棵树。”凭借独特的捐款口号，100多万名“90后”网友省下零食
钱，共同为蒙新河狸宝宝们建起了一个超级食堂——40多万棵灌木
柳苗，大大缓解了蒙新河狸缺乏食物和栖息地的问题。

再后来，初雯雯号召牧民一起为河狸种树，并发展了190户牧民成
为自然保护巡护员；为了挽救意外受伤的野生动物生命，在政府资助
和网友捐助下，今年冬天，一所专业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将在新疆富
蕴县投入使用。

“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青年得以施展志向，国家大力支持
自然保护的伟大时代。”初雯雯满怀期待，“这么多的年轻人和我一样
亮明了对于自然保护的态度，并且参与其中，我想以后中国的自然保
护事业一定会很棒。”

国
际
会
议
上
的
﹃
别
样
声
音
﹄

本
报
记
者

王
硕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
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 11
日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主旨讲
话，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

生物多样性缘何如此重要？这次
会议的召开又有何意义？中国在其中
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一探究竟
——

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人
类仅能活四年类仅能活四年

人类离不开生物多样性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预言:
“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仅能活
四年,没有蜜蜂就没有植物,没有植物
就没有动物,也就没有人类。”

“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指生物种
类多。它是指生物 （动物、植物、
微生物） 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
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
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
个层次。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年
发布的报告，在约800万个动植物物
种中，约 100万个正面临灭绝的风
险，其中包括40%的两栖动物和1/3
的海洋哺乳动物。许多物种将在未来
数十年内灭绝。

2020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
《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中也指出，
1970年到2016年间，不到半个世纪
里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消失了
68%。

与“蝴蝶效应”类似，全球生态
系统存在着紧密的内在有机联系。如
果生态系统中的一些关键物种灭绝，

可能导致生态系统中依赖它们的物种
灭绝，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崩溃。而物
种的灭绝，还会造成其本身所蕴含的
遗传信息的消失。

例如，我们熟知的杂交水稻，就
是通过野生稻的不育系和栽培稻来杂
交获得的；而治疗疟疾的神药——青
蒿素，是从黄花蒿这种植物中提取出
来的。

如果这些消失了，可想而知，会
对人类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再加上人类对于生物的认识还不
够深入，很多疾病、药物、生命活动
的机理至今尚未被研究清楚。以现在
的科技水平，很难准确评估出任一物
种消失带来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尽可能保存下

更多的物种，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
的事情。

正是因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国际社会就
开始探索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治
理。1992年 5月 22日，《生物多样
性公约》 在肯尼亚内罗毕通过，确
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和公平公正分享遗传资
源利用产生的惠益这三大目标。目
前，公约共有 196个缔约方，是全
球签署国家最多的国际环境公约。

中国是最先签署这份公约的国家
之一。缔约方大会则是《生物多样性
公约》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制，每两
年召开一次。中国是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的主席国。

全球正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正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十字路口十字路口””

未来10年期待全球协同

2010年 10月，日本名古屋召开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
会议上，通过了“爱知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这也是全球第一个以10年为
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为中长期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设定了框架。

但很遗憾，“爱知目标”的20个行
动目标，迄今还没有一条完全实现，仅
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全球正处于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十字路口”。

因此本次缔约方大会的重要性显

得非同寻常，因为该公约的签署国必须
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协议，达到未来10年
内停止对生物多样性破坏的目标。

会议将总结过去10年全球生物多
样性履约工作情况，制定“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即为未来10年乃
至更长时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
标和路径。

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至关重要。
本次缔约方大会的主题是“生态文

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联合国机
构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全球会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研究员魏辅文认为，作为大会
东道国和主席国，我国积极组织和参
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战略文
件的讨论及磋商，会为未来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注入新动
力；而“生态文明”被写入主题，其实体
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的高度认同。

““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为全球保护注入新理念为全球保护注入新理念

中国一直在行动

在本次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对外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发布的首
部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白皮书。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发
布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第一部白皮书，本
身就是中国全面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的具体表现，具有标志性意义。”它
不仅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对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立场和行动，而且体现了中
国的大国担当，具有关键性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中国始终在加大对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且颇有成效。

截至目前，中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
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
效保护；构建了涵盖2376个县级行政单
元、样线总长超过3.4万公里的物种分布
数据库，建立物种资源调查及收集信息
平台，基本掌握生物多样性总体情况，为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科学基础。

同时，不断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
护林工程、荒漠化治理等系列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使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
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荒漠化、沙化
土地面积连续3个监测期实现了“双缩
减”，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
家。通过治理，我国的生态恶化趋势基本
得到遏制，自然生态系统总体稳定向好，
服务功能逐步增强。

这一系列的成绩从多个濒危物种降
级可见一斑。截至目前，中国已成功将多
个濒危物种降为“易危物种”。被称为“国
宝”的大熊猫从1114只增加至1864只，
藏羚羊从不足7万只大幅上升至近30
万只，朱鹮种群从岌岌可危的7只到现
在总数超过了5000只。曾经野外消失
的麋鹿在北京南海子、江苏大丰、湖北
石首分别建立了三大保护种群，总数已
突破8000只。此外，中国还针对德保苏
铁、华盖木、百山祖冷杉等120种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开展抢救性保护，112种
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实现野
外回归……

同时，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
存水平也显著提高。目前已建立了植物
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以及种质资
源库、基因库等较为完备的迁地保护体
系。截至2020年底，形成了以国家作物
种质长期库及其复份库为核心、10座中
期库与43个种质圃为支撑的国家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正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
秘书穆雷玛所说，中国提出的“生态文
明”理念，对各国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目
标至关重要。中国将通过本届大会展示
建设生态文明的真正意义，在世界上作
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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