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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福宝”的故事是我国不断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缩影。

▶▶▶ 100 多种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总体恢复增长

我国野生动物种类丰富，陆生脊

椎 动 物 3000 余 种 ， 已 定 名 昆 虫 达 13

万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构建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系统实

施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工程，筹划建

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海南长臂

猿等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中心，加强濒危

物种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等措施，100

多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呈现总体

恢复增长和栖息环境不断优化的良好发

展态势。

数据显示，大熊猫野外种群从上世

纪 80 年代约 1100 只增长到近 1900 只，

栖息范围不断扩展和优化，《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已将该物

种从“濒危”等级调降为“易危”等

级。全国麋鹿分布点从引入时的 2 个发

展 至 93 个 ， 麋 鹿 种 群 数 量 已 达 上 万

头，成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领域野外种

群恢复的成功典范。藏羚羊野外种群由

上世纪 90 年代末 6 万-7 万只恢复到超

过 30 万只，保护级别已从“濒危”降

为“近危”。就连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

的蓝冠噪鹛，也从 2006 年约 200 只增长

到约 600 只。

鸟类是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重要指

示生物。人们常说，“环境好不好，就

看鸟多少”。

监测显示，近年来，我国集群鸟

类种类、数量均明显增加。据 2024 年

全 国 908 个 水 鸟 集 群 越 冬 区 同 步 监 测

结 果 ， 共 记 录 到 越 冬 水 鸟 172 种 ， 总

数 量 达 505 万 只 ， 为 迄 今 为 止 全 国 范

围内越冬水鸟同步调查监测数量的最

高纪录。

▶▶▶ 国际合作助力野生动物保护

野生动物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各国民

众友好交往的重要载体和使者。

像“福宝”一样，国家林草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司司长王维胜介绍说，截至目

前，我国先后与 20 个国家 26 个机构开展

了大熊猫合作交流，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

欢迎，在促进民间友好交往、传播生态文

明理念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积极影响，并

在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治、放归自

然等领域联合攻克了系列技术难题，有力

支持了大熊猫等野生动物野外保护。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校长

魏辅文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参与中

美合作开展的大熊猫野外生态生物学研

究。“深刻体会到通过合作取得的成效，

我就是受益者之一。”

魏辅文回忆说，合作初期，我国的科研

能力和水平还较低，但通过科研合作，我国

学习了先进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得到先进

技术、专家团队等系列支持，为我国培训了

一大批野生动物保护人才队伍，促进了管

理水平的提高，加快了与世界接轨的步伐。

在国际合作助力下，我国科研工作者

攻克了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

“育幼成活难”三难问题，极大改善了大

熊猫健康水平。

我国还积极与世界各国加强其它野生

动物保护交流合作。比如，引进我国野外

灭绝的麋鹿、野马，恢复了其野外种群；

先后从国外引进了我国没有分布的考拉、

美洲豹、北极熊、非洲狮、欧洲野牛等数

十种野生动物。

“公众可以不用走出国门，就能够在

国内的动物园直接观赏到这些野生动物，

接受相关科普知识教育；也便利科学家对

这些物种合作开展繁育、疫病防治的研究

活动。”王维胜说。

同时，通过国际合作交流，有力支持

了野生动物野外拯救保护。

比如，朱鹮曾在日本、韩国广泛分

布，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其野

外 种 群 在 上 述 国 家 先 后 灭 绝 ， 在 我 国

1981 年时，朱鹮野外种群也仅存 7 只。我国

迅速采取栖息地保护、繁育研究、野化放归

等系列有力措施，促使其野外种群数量恢

复到 7000 只以上，建立野化放归种群 11

个、数量 1000 余只。在我国朱鹮拯救保护

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我国还积极支持日本、

韩国组织开展合作繁育，并予以种源、技

术、人员培训等支持，帮助其建立人工繁育

种群，实施放归自然。到目前，日本朱鹮野

外种群达 532 只，韩国野外种群达数十只。

这些成绩也在向世界讲述共同保护朱鹮、

完善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中国故事，得到

了国际公约组织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赏，

提升了我国良好形象和声誉。

野生动物是与人类共生于地球家园的

伙伴。国家林草局表示，下一步将采取更

大力度，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促进全球野

生动物种群保护事业向前发展。

“万物共生”展现生命之美
本报记者 王硕

崂山水库是青岛市集中式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之 一 ， 水 质 稳 定 达

标 ， 优 良 率 常 年 保 持 在

100%。2023 年，崂山水库水质

年均值跃升至地表水二类标准。

崂山水库作为饮用水水源地

之一，如何确保让广大人民群众

喝 上 干 净 、 合 格 、 放 心 的 饮 用

水？6 月初，青岛市政协委员、

专家沿着崂山水库大坝、崂山水

厂一路调研，寻找答案。

“崂山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 态 ” 是 青 岛 市 政 协 开 展 2024

年 度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专 项 民

主 监 督 工 作 的 主 题 ， 这 项 课 题

同 时 被 列 为 年 度 协 同 监 督 重 点

课题。

2018 年 ， 崂 山 水 库 水 质 提

升工程改造完成是饮用水干净卫

生的关键答案之一，液氯消毒被

次氯酸钠消毒工艺替换，活性炭

投加系统实现自动化，使供水水

质全面达到集团公司内控标准，

主要指标优于新版国标。

在调研期间召开的座谈会上，

市生态环境局、水务管理局、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园林

和林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青岛

水务集团、崂山风景名胜管理局和

委员专家就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进行了协商交流。

市 政 协 特 邀 专 家 李 伟 娜 认

为 ， 近 年 来 ， 政 府 加 大 投 资 力

度，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项目，污染源得到有效治理，水

环境质量稳定达标。但是，优质

的水资源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

效益，也就是说，崂山水库“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换通

道没有充分打开。

如 何 找 到 破 解 的 方 法 ？ 她

建 议 学 习 新 安 江 千 岛 湖 、 杭

州 市 余 杭 区 青 山 村 的 生 态 补

偿 经 验 ， 建 立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 成 立 基 金 会 ， 将 公 共 部

门 、 用 水 企 业 、 社 会 团 体 和

民 间 组 织 等 利 益 相 关 方 凝 聚

在 一 起 ， 构 建 多 方 参 与 的 资

金 运 作 模 式 。 这 种 模 式 将 下

游 的 用 水 户 和 上 游 的 护 水 行

为 有 机 地 连 接 起 来 ， 上 游 居

民 强 化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防 控 ，

获 取 补 偿 资 金 ； 下 游 企 业 作

为 受 益 者 ， 可 将 节 省 的 水 处

理 及 开 发 新 水 源 的 费 用 转 化 生

态 补 偿 资 金 或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

崂山位于青岛东部，属温带季

风气候，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受山

体及地质因素影响，水资源保护利

用工作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崂山地区地表水、

地下水资源开发保护利用仍具有较

大提升空间。

据 市 水 务 管 理 局 负 责 人 分

析，受地形条件限制，崂山区域

河流源短流急，水库调节能力较

小，导致丰水期大量崂山地表水

直排入海，难以充分利用，造成

水资源浪费。由于部分水源地靠

近村庄，水源地内有种植、钓鱼

等现象，存在安全隐患；部分农

业种植使用农药、化肥以及个别

临时居住点产生的生活污水、垃

圾存在污染水源隐患。

“我们将履行好生态环境部门

的牵头职责，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突

出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和环境风险隐

患管控。开展水源地保护区划调整

后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防止完成

整治的环境问题死灰复燃，杜绝新

增环境问题。做好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风险隐患常态化排查，及时更新

风险源清单。”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人表示。

“ 当 前 ， 青 岛 市 在 推 动 河 长

制、湖长制扎实落实等方面开展

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建议在

实施水环境全面治理、水环境污

染综合防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水生态保护修复。实施生态修

复工程，如河岸植被恢复、湿地

建设等，提高水体自净能力。通

过水库调度、雨水收集和再利用

等措施，确保河流、水库等水体

具有足够的生态流量，以维持水

生 生 态 系 统 的 健 康 。” 市 政 协 常

委、农工党青岛市委会专职副主

委李玉海建议。

“加强崂山水资源乃至全市水

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不仅关乎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更与每一位市民

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市政协副

主席姜巧珍表示，下一步，要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

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基础上，持续

关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充分发

挥 政 协 优 势 ， 凝 聚 政 协 智 慧 和

力量。

一 波 碧 水 滋 养 美 丽 岛 城
青岛市政协围绕“崂山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主题开展调研监督

本报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陈笑蔚 叶俊杰

“ 阿 妹 回 乡 来 ， 把 那 山 桐

栽 ， 曾 经 的 石 旮 旯 ， 绿 树 排 成

排。春暖花开哟，乡村美起来，

秋来果红时，大家乐开怀……”

今 年 春 节 前 夕 在 重 庆 音 乐 广 播

“热播”的这首歌曲 《阿妹回乡

来》，点赞的正是重庆市彭水苗

族土家族自治县政协委员廖秀兰

返乡创业带领村民致富的事迹。

当初廖秀兰流转 1 万余亩“石旮

旯 ”（石 漠 化 荒 地） 种 上 山 桐

子，如今，山桐子枝繁叶茂，夏

开黄花，秋结红果，已经成为彭

水长生镇三合社区的致富“金果

子”。

彭水县是全国石漠化综合治

理重点县 （区） 之一，岩溶面积

3439 平方公里，石漠化土地 100

平方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该

县 持 续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 昔 日 的

“石旮旯”早已披上了绿装：联

合乡种植万亩红豆杉、石柳乡发

展千亩金银花、长生镇建成黄桃

种植园……一幅幅美丽的生态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绿水青山释放

着绿色红利。目前，全县林地面

积 386.3 万亩，森林面积 352.95

万亩，森林覆盖率 65.55%。

在治理过程中，彭水县政协

从 2021 年起，先后围绕林下经

济、油茶产业、道地中药材等课

题，通过主席会议协商、重点提

案督办、视察调研考察等方式，

发 现 问 题 、 寻 找 真 经 、 广 聚 共

识，持续建言石漠化综合治理，

深入助推全县林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要围绕如何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建真言、

献良策、谋实招，把‘石旮旯’

荒山变成‘花果山’！”县政协主

席程途说。

6 月 6 日 ， 在 前 期 调 研 城 口

县、忠县以及彭水汉葭、桑柘、诸

佛、芦塘等乡镇石漠化综合治理基

础上，一场“渝事好商量·彭事协

商办”专题协商活动聚焦“将生态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全县林

业高质量发展”展开，政协委员、

专家、群众代表与乡镇、相关部门

负责人一起协商交流，为林业高质

量发展建言献策。

谭书琼委员长期关注石漠化综

合治理。在她看来，让光溜溜的石

窝窝、光秃秃的石头山由“石”生

“林”，种植苗药符合县委、县政府

“九苗”“三养”发展定位。她建

议，通过“基地+集体+企业+园

区+院校”模式，大力发展苗医苗

药产业，进而推动林业产业发展。

“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储备林

建设，强化松线虫防治。”张超委

员呼吁道。

县财政局负责人回应称，目前

已 累 计 统 筹 落 实 财 政 资 金 7 亿 余

元，全面加强林草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

县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也表示，

为期五年的“渝东南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已纳入国

家规划，已实施人工造林 2 万亩、

封 山 育 林 10 万 亩 、 退 化 林 修 复

16.3 万亩。

豆 俊 波 委 员 建 议 ， 抓 住 深 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机遇，统筹规

划森林康养基地、林下产业 （中

药材） 基地、特色经济林木 （油

茶 、 白 茶） 基 地 、 林 禽 （山 地

鸡、蜜蜂） 基地，“四轮”驱动，

深化石漠化综合治理，推动林业

高质量发展。

“石旮旯”真能长出“金果子”
本报记者 凌云 通讯员 刘海军

▲麋鹿 陈晓东 摄

近日，旅韩大熊猫“福宝”归国引

发了大批粉丝的关注。还不到 4岁的它

俨然是大熊猫界的“女明星”，众多游

客前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

树坪基地看望。作为首只出生在韩国的

大熊猫，它憨态可掬的模样深受中韩两

国民众喜爱，其“归国”也成为两国公

众热议的话题。

对于雌性大熊猫来说，一般在 5—

6 岁达到育龄期。根据中韩两国的协

议，“福宝”在年满 4 周岁前须返回中

国，这也是为了让它保持自然健康的生

长节奏。

据了解，未来将在科学评估背景

下，根据全国大熊猫优化配对繁殖计划

为它择偶。

“福宝”的回归体现了开展大熊猫

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也让人们看到我

国在大熊猫保护事业中构筑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担当。

在近日国家林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多位专家围绕大熊猫保护回应社

会关切——

■ 关切一：我国大熊猫在境
外生活状况如何？

近年来，大熊猫在境外的生活状况

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斯

萍介绍，去年以来，我国先后派出专家

组对所有国外合作机构的每只大熊猫健

康和饲养管理情况进行了全覆盖的实地

核查评估。结果显示：旅外大熊猫健康

状况总体良好，个别健康欠佳老年大熊

猫得到及时医疗诊治和良好护理。境外

合作机构均按照中方的管理要求和合作

协议规定，制定了大熊猫健康监测、饲

养繁育和疾病防治等管理规范和技术规

程，严格执行每月定期向中方提供健康

评估报告，年底提交年度体检报告等制

度。大熊猫主食竹来源有保障，食物配

比科学合理。

例如，今年，中国和西班牙开展了

新一轮大熊猫国际合作。5月 30日，中

西双方在马德里动物园举办了大熊猫馆

开馆仪式。西班牙王太后索菲亚出席仪

式并致辞，西班牙民众热烈欢迎中国大

熊猫的到来。目前，旅居西班牙的两只

大熊猫“金喜”和“茱萸”活泼可爱，

非常健康。

斯萍表示，除西班牙外，今年我国

还将与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开启新

一轮大熊猫国际合作。同时，今年已经

完成了“福宝”等 7只大熊猫的接返工

作；按照中外大熊猫合作协议规定，还

将有序接返协议到期和幼仔到龄的 10

余只大熊猫。

■ 关切二：保护大熊猫最好
方式是让它回到野外自由生活吗？

近年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野生动物就应该生活在野外，因此保护

大熊猫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大熊猫回到野

外自由生活。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刘定震回应说，大熊猫等野生动物

的人工繁育与野外种群保护并非相互冲

突和矛盾的，而是物种保护中相辅相成

的两个方面。加强大熊猫等野生动物野

外种群保护，核心在于维护其在生态系

统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忽视其科研

价值、社会价值。

刘定震解释说，很多野生动物科研

成果就是在人工繁育条件下获得的；仅

依赖野外的野生动物，很多科学研究将

难以进行或面临极大困难。

同时，人工繁育是开展科普教育的

重要基础。例如，如果没有动物园等场

所，人们很难观赏到 90%以上的野生动

物，也很难向公众传达保护野生动物的

理念。

对于生物学研究者来说，人工繁育

是可持续保存野生动物遗传资源、促进

野外保护的重要措施，一旦野外种群受

到破坏，还可以通过放归自然等措施促

进野外种群的恢复与增长。

例如野马在中国野外灭绝后，通过

国际合作将人工繁育的种群重新引入，

种群数量持续增长到近 800只，实施野

化放归已形成野外自然繁殖种群。

刘定震强调说，人工繁育的大熊猫

也不能全部放到野外。由于它们在人工

环境下生存太久，需要在特定的年龄

段、接受特定的野化训练，具备一定的

野外生存能力的圈养个体才可以选择性

地放归野外。

据了解，自 2012 年以来，我国已

分别在大小相岭、岷山山系成功放归圈

养繁育大熊猫 10只。

■ 关切三：如何避免大熊猫
圈养种群近亲繁殖？

目前，我国已建立以大熊猫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地体系，约 72%

的大熊猫野外种群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得

到保护。我国还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保护大

熊猫，促使其野外种群数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 1100余只增长到目前约 1900只。

在野外保护的同时，我国于 20世纪 60

年代开始大熊猫人工繁育，于本世纪初突

破了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存

活难等三大难题，种群得以快速增长。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校

长魏辅文介绍，全球圈养大熊猫总数达到

728只。目前，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与野

生大熊猫维持在同等水平，为国际合作、科

普教育、放归自然提供了有力保障。

所谓近亲繁殖，按照国际惯例，是指

3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动物之间

的繁殖。

刘定震表示，为保护圈养种群的遗传

多样性，避免近亲繁殖，我国建立了统一的

大熊猫谱系，记录了每只圈养大熊猫的个

体信息等基础数据；每年组织专家对种群

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雌雄个体间的亲

缘系数，排除掉 3 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

缘关系的个体配对；同时建立全国一盘棋

的繁育机制，促进各繁育机构的种源交流。

经科学评估，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

理措施下，大熊猫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可长期维持。

■ 关切四：旅外大熊猫会被
利用打“基因战”？

最近网上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大熊猫

基因与人类基因具有较高同源性，因此旅

外大熊猫存在被利用开展同源基因实验、

打“基因战”的或者被克隆的风险。

刘定震回应说，大熊猫与人类基因组

相似度只有 60%多，远低于人类与黑猩猩

（约 99%）、大猩猩 （约 98%） 等类人猿，

甚至比小鼠与人类的基因组相似度还低，

拿大熊猫开展针对人类的基因研究没有任

何意义，属于伪科学命题。

其次，境外合作机构对大熊猫开展研究，

受到相关国际公约、动物伦理审查规定以及

双方合作协议的严格约束。按照这些要求，任

何合作方未经中方同意私自开展有关大熊猫

科研活动，其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认可和保

护，其行为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

大熊猫，你在他乡还好吗？
本报记者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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