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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色成为“一带一路”
厚重底色

长久以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
坛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传播与实践探索，被与会嘉宾
誉为“中国同世界各国推进生态文明
领域交流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2周年，也是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10周年。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
指出，“‘绿色低碳’已经贯穿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也成为新时
代中国对外政策的鲜明标识。”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
宝印看来，现在，绿色“一带一路”
已成为“一带一路”提质升级的重要
突破口，成为沿线国家应对生态环境
压力、维护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在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倡议者、
贡献者和引领者作用。

论坛期间，举办了“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主题论
坛。与会嘉宾们提出，要以绿色发展
理念推动让绿色成为“一带一路”的
厚重底色。

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在致辞中
说，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
各国治理生态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
核心议题。衷心期盼以本届论坛为新
起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同
合作，携手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全国副主席
郑立慷表示，环境挑战不分国界，所
有解决方案都需要全球合作。期待进
一步深化生态交流合作，推进全球可
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

今年是中国与哥伦比亚建交43
周年，在中哥合作日益密切的大框架
下，哥伦比亚纳里尼奥省政府高层代
表团应邀出席本次论坛。论坛上，中
国贵州省与纳里尼奥省签署建立友好
省关系意向书，提出双方将开展生态
旅游、有机农业、环境教育、生态系
统保护等各项合作。纳里尼奥省省长
约翰·罗哈斯表示，对于“一带一
路”特别是绿色“一带一路”的发
展，哥伦比亚能够成为连接点，成为
亚洲通向南美洲桥梁和大门。

“在绿色发展方面，尼泊尔可以

从中国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尼泊尔
众议院副议长英迪拉·拉纳说，“我
们需要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资源，保护生
态系统的多样性。同时，我们要更好地
应对城市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贵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的蓝图。”

■做“两山”实践的忠实践行者

2009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在
贵阳亮相；2013 年 1 月，经党中
央、国务院同意，外交部批准，生态
文明贵阳会议升格为生态文明贵阳国
际论坛。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2018年
两次向论坛年会致贺信，2015年、
2021年视察贵州时也两次对办好论
坛作出重要指示。

经过11年的发展，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为何有如此的影响力？

这或许和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生
态资源不无关系，但更离不开贵阳多
年来不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从制定大生态战略贵阳行动，到
坚持每年实施“新增绿地100万平方
米”工程，从打造“千园之城”拓展
市民休闲娱乐空间，到加快布局新能
源汽车充电站……作为全国首个获批
建设的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近年来，
贵阳接连下好绿色规划指导棋、绿色
生活导向棋，让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并不断向全省乃至全国提供绿色发展
的智慧和经验。

早在2009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提出“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深刻认
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
盾对立的关系，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
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

近年来，贵阳坚定发展方向，设
置“绿色门槛”，积极布局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前沿科技产业，一大批绿色
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落地贵
阳。2022年，贵阳绿色经济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48%左右，已成为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同时，贵阳不断谋划“两山”转
化路径，让生态“高颜值”换来经济

“高产值”。依托绿色家底，贵阳在山
水上做文章、在生态上下功夫，通过
生态旅游唱响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协奏曲”，让“爽爽贵阳”的名气越
发响亮。

本届论坛上，经过充分讨论和深

入交流，发布了《2023贵阳共识》。
与会各方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筑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
想之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夯实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理论之道”

“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引领，谋划促进
全面绿色转型的发展之策”“坚持推
进绿色低碳发展，走好推动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行动之路”四个方面达成了
14项共识。

其中，“做‘两山’理念坚定信
仰者，做‘两山’实践的忠实践行
者”是论坛交流的一个焦点，也是
《“践行‘两山’理念 全面建设美
丽中国”倡议》的重要内容。

据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
长王志斌介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地区已涵盖
山区、平原、林区、海岛等不同资源
禀赋，东、中、西不同区位条件，生
态涵养、现代农业、全域旅游、科技
创新等不同发展定位，初步形成了涵
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
态循环农业、“生态银行”等领域的

“两山”转化路径，以及生态修复、
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具体转化模
式，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的经
验做法，贡献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
国方案。

截至目前，贵州省的贵阳市观山
湖区、遵义市仁怀市和余庆县等10
个地方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贵阳市花溪区、铜仁市江口县太
平镇和黔西南州兴义市万峰林街道等
6个地方成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聚焦关键议题 凝聚绿色
发展全球共识

“我们要更加深刻清醒地认识
到，人与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才能为子
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
家园。”作为论坛成果之一，《2023
贵阳共识》发出的呼吁催人警醒。

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42个
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名嘉宾齐聚一
堂，凝聚绿色发展全球共识。其中，

“气候变化”“绿色低碳”“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等词语，是本次论坛上
的关键热词。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表示，极端
天气频度和强度的增加是全球暖化显
著的特征之一。要进一步研究极端气
候的成因，研究新的技术，出台新的
标准，充分应对极端气候事件导致的
灾害；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或社会治理
措施，为节能减碳、调控气候变化作
出贡献。

呵护自然之美，构建科学合理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不仅是中国主张，更
是当今全球共识。

本届论坛期间，专门召开了“呵
护自然之美·促进绿色发展——高质
量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主题论
坛。海内外嘉宾围绕自然保护地体系
最新理论实践成果、建设管理经验、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高质量发展等话题开展了深入而坦诚
的对话，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

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唐小平接受
专访时说：“保护生态最有效的措施
就是建自然保护地，特别是国家公园
可以大尺度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和原真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
坦言，目前一些国家公园的建设面临
着落地难的问题。他说，“国家公园
建设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
账、综合账。通过四本账实现绿水青
山，再通过特色产品等获得好生态带
来的增值。”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助
理驻华代表马超德认为，中国国家公
园建设还需要建立强大的科技支撑和
战略支撑，并加强国际合作。

2021 年，我国宣告设立三江
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
林、武夷山国家公园，涵盖近30%的
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我
国的目标是到2025年，初步建成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据了
解，目前贵州省初步框定梵净山、西南
岩溶两处国家公园创建区域，将完成自
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布局。

贵州贵阳，看山山绿，望水水
清。在交流交锋中，生态文明贵阳国
际论坛展示贵州实践、推介中国经
验、汇聚全球智慧。两天的会议虽然
结束，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汲取营养再次
出发，这场征程中，精彩将永不“落
幕”……

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2023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扫描

本报记者 黄静

中国气象局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上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2023）》（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
气候系统变暖趋势仍在持续；中国是
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
区，2022年，中国夏季平均气温、沿
海海平面高度、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
川末端退缩距离、多年冻土区活动层
厚度等气候变化指标创下新高。

中国气象局全球表面温度数据集
分析表明，2022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
业化前水平 （1850～1900 年平均
值） 高出1.13℃，为1850年有气象
观测记录以来的第六高值；2015～
2022年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

八个年份。最近10年（2013～2022
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
出1.14℃，较2011～2020年平均值
高0.05℃。2022年，亚洲陆地表面
平均气温较常年值 （本报告使用
1981~2010 年气候基准期） 偏高
1.0℃，是1901年以来第二暖年份。

蓝皮书显示，中国升温速率高于
同期全球水平，极端高温事件频发趋
强。1901～2022年，中国地表年平
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每10
年升高0.16℃，高于同期全球平均升
温水平。2022年中国地表平均气温
较常年值偏高0.92℃，为20世纪初
以来的三个最暖年份之一。

全球平均海平面持续上升，中国
沿海海平面总体呈加速上升趋势。全
球平均海平面呈持续上升趋势，
2022年全球平均海平面达到有卫星
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位。1980～
2022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
呈加速上升趋势，上升速率为3.5毫
米/年；1993～2022年，中国沿海海
平面上升速率为4.0毫米/年，高于同
时段全球平均水平 （3.4 毫米/年）。
2022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较1993～
2011 年平均值高 94毫米，为 1980
年以来最高。

中国地表水资源量年际变化明
显，青海湖水位连续 18 年回升。

2022年，中国地表水资源量较常年
值偏少5.4%；长江、西南诸河和西
北 诸 河 流 域 分 别 较 常 年 值 偏 少
12.6%、11.2%和 13.7%，其中长江
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1961年以来第
五少；辽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
1961年以来第二多。

青藏公路沿线多年冻土退化趋势
明显。1981～2022年，青藏公路沿
线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厚度呈显著增加
趋势，平均每 10年增厚 19.9 厘米；
2022年多年冻土区平均活动层厚度
为256厘米，是有连续观测记录以来
的最高值。2004～2022年，活动层
底部（多年冻土上限）温度呈显著的
上升趋势，综合分析表明青藏公路沿
线多年冻土呈现明显的退化趋势。

蓝皮书显示，中国植被覆盖整体
稳定增加，呈现持续变绿趋势。
2000~2022年，中国年平均归一化植
被指数 （NDVI） 呈显著的上升趋
势 ， 2022 年 中 国 平 均 NDVI 为
0.379，较2011～2020年平均值上升
8.7%，是2000年以来的第二高值。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发布

气候系统多项指标均创新高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

本报记者 王菡娟

2023年7月10日至16日是第
33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主
题是“节能降碳，你我同行”。7
月 12 日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
表示，我国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
快的国家之一，10年来全国能耗强
度累计降低了26.4%，超额完成向
国际社会承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
标。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
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
相当于少用了约14亿吨标准煤，少
排放了二氧化碳近30亿吨，为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中国贡献。

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是实
施全面节约战略、开展节能降碳宣
传教育、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的重要举措。节能宣传周期
间，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如重点行
业企业节能降碳行动，公共机构节
能降碳实践，全国节能宣传周进校
园、进家庭等。来自电力、钢铁、
建材、石化化工等领域的12家行
业协会和19家重点企业共同签署
发布《重点行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宣言》，号召各行各业共同行动，
大力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
从1981年起，我国第一次将节

能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
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中，开始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节能工作。

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20%左右的目
标，这是节能目标第一次成为社会经
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此后，我国将
单位GDP能耗降低确定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并延续至今。后
来，节能优先方针进一步强化，能源
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建立并不断
完善，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进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倒逼产业结构调
整的重要抓手。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节能全面推
进，先进节能技术有力推广，高效节
能产品广泛使用。截至2022年底，
已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超17亿平
方米，70%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建成
节约型机关，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增加
到25.9%。

赵辰昕表示，下一步，要从大力
实施节能降碳增效行动、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四
方面继续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

7月10日至16日是第33个全国节能宣传周

全国能耗强度十年累计降低26.4%
本报记者 王硕

本报讯（记者 王硕）国家公
园建设是“国之大者”，是生态文
明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在国新
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局长、国家公园管理
局局长关志鸥表示，截至目前，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已取得两大标
志性成果：

第一，出台了《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方案》。《方案》中布局了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占陆域国土面
积的10.3%，其中分布着5000多
种陆生脊椎动物和2.9万种高等植
物，保护了80%以上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
通过国家公园的建设，把自然生态
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
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
的区域保护起来，这将为子孙后代
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通过国家公
园建设，充分体现社区的共建共
享，将惠及28个省400多个县，形
成56个民族共绘国家公园美丽画
卷，共享国家公园生态福祉的宏大

格局。
第二，第一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实现
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整体保
护，目前的林草覆盖率已经达到
74%以上，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经恢
复到7万多只。大熊猫国家公园创新
体制、整合资源，成立了大熊猫国家
保护研究中心，保护了70%以上的
野生大熊猫，并打通了13个大熊猫
区域的种群生态廊道。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建立了集保护、监测、科研
于一体的保护机制，虎豹种群数量
持续增加。截至目前，野生东北虎
的数量已经超过50只，野生东北豹
的数量超过了60只。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注重加强雨林生境的保护
修复，设立了长臂猿保护研究中
心，长臂猿种群数量恢复到6群 37
只。武夷山国家公园统筹保护和发
展，特别是实现了集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又新发现了雨神角蟾、福建
天麻等17个新物种。

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两大标志性成果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
员 聂文）“终于拍到了这对黑天
鹅，原来它们从五强溪国家湿地公
园的黔中郡村转移到兰溪口村来
了。”6月26日，在湖南省怀化市
沅陵县，摄影家刘先生激动地说。
为了拍到这对远方飞来的“游
客”，他已经跟踪一个月了。

这也是沅陵县政协开展“改善
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以来
收到的一个喜讯。黑天鹅对水环境
要求高，黑天鹅入驻沅陵五强溪国
家湿地公园一个多月还没离开，这
背后是近年来沅陵五强溪国家湿地
公园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及人
们爱鸟护鸟意识的提高的体现。

沅陵县是五强溪库区移民大
县，20世纪90年代开始，沿岸移
民利用库区水面发展网箱养殖。历
经多年发展，沅陵五强溪国家湿地

公园里养殖规模过大，水质受到一定
破坏。2018年以来，沅陵全面推动

“网箱上岸”“禁捕退捕”“洞庭清
波”等专项治理行动。

沅陵县政协将“禁捕退捕”列入
重点协商和民主监督课题，开展了一
系列走访调研、座谈和视察监督活动，
重点围绕五强溪库区渔业转型发展、渔
民转产安置、非法捕捞整治等向县委、
县政府建言献策，助推“禁捕退捕”工
作取得实效。今年以来，随着“改善生
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深入推
进，该县凝聚起了上下共抓生态环境保
护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合力。

如今的沅陵五强溪国家湿地公
园，两岸青山层峦叠嶂，碧波荡漾，
一群群白鹭在河畔、滩洲、沼泽森林
和沼泽草地上翩翩起舞，构成了一幅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的绿色生态画卷。

黑天鹅入驻湿地公园背后的故事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政协持续助力生态环境改善记事

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小七孔风景区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小七孔风景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中国
式现代化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式现代化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新路共生的新路。。近日近日，，20232023年生年生
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贵州省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贵州省
贵阳市举行贵阳市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众来自海内外的众
多嘉宾学者围绕多嘉宾学者围绕““共谋人与自共谋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推进绿—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色低碳发展””的主题的主题，，共商生共商生
态文明建设态文明建设。。

作为我国唯一以生态文明作为我国唯一以生态文明
为主题的国家级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高端国际性高端
峰会峰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历经历经 1111 年征程年征程，，已成为推动全已成为推动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交流合作的重球生态文明建设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要平台，，也是一张从贵阳递给也是一张从贵阳递给
世界世界、、展示美丽中国建设成果展示美丽中国建设成果
的绿色名片的绿色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