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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塘暂歇，软泥留印，蒲苇藏身……这个

时节，在陕西西安浐灞生态区邂逅悠闲觅食的

鸟儿，已变得再寻常不过。

近年来，浐灞生态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一座生态“高颜值”、发展“有朝气”的产

业新城正在逐步建成。

从生态立区到生态惠民

“浐灞现在美得很！小江南风光，别人都

羡慕！”对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赵香香来说，每天

到浐河、灞河河畔散散步，已经成为她的生活

习惯之一。

回忆起当年的灞河，赵香香皱了皱眉头，

摆着手说，“那时候河边草长得有一人多高，进

城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走路加坐车得花大半

天时间！”

近年来，截污、围湖、修堤、增绿，各项生态

修复工程持续向前推进。如今，沿着灞河河堤

散步，但见碧波荡漾、绿荫成片。

在河流治理过程中，浐灞巧用沙坑、引水

造湖开辟生态公园，点点水面如散落的珍珠般

点缀在浐河、灞河沿岸；聚拢建筑垃圾，覆土为

山制造水中小岛，描绘出一片湖光山色的画

境。同时，采取顺势而为的方式治河兴水，将

西安的东部变成“绿宝盆”，重现了浐灞美景，

建 起 一 座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生 态

新城。

如今，浐灞吃上了生态饭，不仅有产业支

撑，还有培训做助力，大量一线工作岗位，让大

伙干劲十足；交通、教育、医疗等生活基础配套

设施不断健全，优质的公共配套服务，又引来

更多年轻人在此扎根奋斗。

建机制才能管长远。“十三五”时期，西安

浐灞生态区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2000 亿元，探索

城市化的新路径，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齐头并

进，逐渐实现了从“生态立区”到“生态发展”，

再到“生态惠民”的绿色跨越。

从生态留白到山水画卷

无人机飞过彩虹桥，短视频博主小姜又来

采集新的素材了，“我的第一条走红视频就是

在这儿拍的，算是梦开始的地方！”对他来说，

分享浐灞美景，既有趣又有意义。

在他的镜头下，写生的学生相互切磋交

流，慢跑者轻快前进，这里的美景早已融入百

姓生活。

为何浐灞人气旺？“我想象的美好，在这里

都能找到。”正如定居于此的张志兰所言，不同

人能找寻到不同的快乐。

此番景象，得益于“生态留白”。17 年前立

区之初，西安浐灞生态区就像一张白纸，如何

“作画”？浐灞的思路是将“留白”作为基调贯

穿始终，在城市建设中留有回旋空间。

西安浐灞生态区在建设初期就做好战略

引导，避免盲目招商，严格遵守生态区的相关

产业发展规划。2011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西

安浐灞生态区绽放世界园林园艺之美，100 多

个国内外城市和机构纷纷参展，上千万国内外

游 客 见 证 了 西 安 的 文 化 魅 力 和 浐 灞 的 生 态

崛起。

自此，秉持“留白”的发展理念，当地建成

西安世博园、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等六大生

态公园，区内水域面积达 1200 公顷，绿化面积

1000 万平方米；建成西安城区面积最大的湿地

景观区和生态带，形成连接秦岭与渭河、贯穿

西安东部的重要生态廊道；按照建设“生态公

园+世界级演艺”文旅平台的思路，倾力打造西

安宋城演艺等文旅品牌，探索出一条具有浐灞

特色的生态产业之路……

登上西安世博园里的长安塔，极目四望，

灞河如玉带一般闪着粼粼波光。两岸满目青

翠 、水 木 相 映 ，如 同 一 个 会 呼 吸 的 生 态 大 公

园。“留白”为城市建设留出了辽阔的天际线，

也成就了一幅“流动山水画卷”。

从水岸景观到水岸经济

“留白”不是停滞，能否把握好“留白”的分

寸，考验着把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辩证关系

的智慧。

在取舍之间，西安浐灞生态区闯出了一片

产业发展新天地，实现了“水岸景观”向“水岸

经济”的转化升级，形成了集颜值与产值于一

身的水岸经济带。

西安浐灞生态区是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

址所在地，欧亚经济论坛每两年在这里举办一

届，已成为欧亚各国深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

台。2020 年 3 月底，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建

成投用，这个充满现代、时尚特色的建筑，不仅

成为西部会展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西安

的城市新地标；与此同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优

势，吸引了 10 余家高品质酒店，在浐河、灞河沿

岸形成高品质滨河酒店群……如今，“会展+”

已成为西安浐灞生态区的金字招牌。

生态含绿，就是发展含金。在西安浐灞生

态区，多年厚积的生态基础正逐步转化为经济

动能，产业低碳化、融合化、集聚化效应已逐渐

显现，发展后劲十足。

西安浐灞生态区坚持绿色发展、谋求产城融合

生态美 人气旺 产业兴
本报记者 原韬雄

盈江掌突蟾、大叶可爱花……这两年，云

南几乎每隔一两周，就会有新物种被发现。另

一组数据或许更有说服力：在高黎贡山，10 多

年来发现新物种 100 多个；在中科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的标本室里，还有上千份

新地衣物种等待鉴定。

地处中国西南、属青藏高原南延部分的云

南，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拥有除

海洋、沙漠外的所有生态系统类型。这里有脊

椎动物 2242 种，占全国的 51.4%；已知高等植物

19333 种，占全国的 50.1%。如此多样的物种，

应该如何保护？当地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

保存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抢救珍稀物种

“得天独厚！”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种子

采集员张挺认为，云南接连发现新物种并非偶

然：山河相间的地形，使得物种相对更容易出

现分化，云南生物多样性也因此特别丰富；另

一方面，低纬度高原让云南既有热带雨林，也

有高山流石滩，季雨林里犀鸟滑翔，滇金丝猴

则在冷杉林间游荡。

如此多样的物种，该如何保护？张挺和他

的团队一年有大概 1/3 的时间都在野外，为中

国 野 生 生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累 计 采 集 保 存 种 子

10601 种、85046 份，给大量的中国种子植物做

了备份。张挺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这既是

为野外植物买了份‘保险’，也相当于把种子存

进了‘银行’。一旦需要，这些种子可以回归野

外，这也让物种保护多了一重保障。”

除了对种质资源的采集保存，在云南，像

滇金丝猴、黑颈鹤这类既珍稀又受到公众广泛

关注的物种更是备受呵护。

近日，国内不足 600 只且仅分布于云南的

极度濒危物种绿孔雀的保护工作传来好消息：

各主要分布区绿孔雀育雏活动正常，部分区域

种群分布范围扩展明显。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研究员杨晓君团队对云南省双柏县恐龙河州

级自然保护区绿孔雀种群的监测显示，随着近

年来巡护力度增强、周围群众干扰减少，该保护

区及其周边区域绿孔雀的种群数量从 2015 年

的 52 只增加到近百只。随着去年绿孔雀人工

繁育和野化放归项目的启动，绿孔雀种群恢复

有了更大希望。

不仅是绿孔雀，被抢救回来的物种还有很

多 ：滇 金 丝 猴 从 2000 年 的 1400 多 只 增 长 到

3000 多只，在云南越冬的黑颈鹤从 1996 年的

1600 多只增长到 3000 多只，最初发现时仅 4 株

的漾濞槭如今已有几千株回归野外……

建立自然保护地，恢复
珍稀物种栖息空间

“中甸叶须鱼的活动状况，在这里可以看

得一清二楚。”普达措国家公园碧塔海属都湖

片区管护局党委书记李秋平指着水下实时监

测屏幕告诉记者，从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扩

展为普达措国家公园，面积从 141 平方公里扩

大到了 602 平方公里，普达措国家公园的试点

建设，不仅带动了周围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

也让中甸叶须鱼、黑颈鹤等珍稀动植物种的栖

息地得到恢复。

近日一个清晨，天还没亮，高黎贡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隆阳分局最资深的

护林员蔡芝洪就赶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夜

栖地，开始了从日出到日落的保护和观测。瞄

一眼就能看出野生动物行走的通道，看蹄印的

深浅、大小等就能说出物种和体量，摸着地面

的余温就知道赤麂或野猪何时离开了睡巢，守

护高黎贡山 20 多年，蔡芝洪从“小蔡”变成了

“蔡叔”。

追踪的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足迹，但蔡

芝洪保护的其实是整片森林。“道理很简单，每

一个物种都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要想保护好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就要保护好它生活的树

林。”蔡芝洪说。1996 年开始，高黎贡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和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建成了

4847.9 公顷生物走廊带，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等

物种栖息地质量明显改善，实现了种群数量的

恢复性增长。

摊开云南省地图，如今，接近 1/7 的国土面

积属于自然保护地。据统计，目前云南已批建

自然保护地 362处，全省 90%的重要生态系统和

超过 90%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约 80%的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被列为主要保护对象，并在自然

保护地得到有效保护。在保护地外，针对云南

蓝果树、西畴青冈、华盖木、弥勒苣苔等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云南省创设 30 个保护小区（点）专

门保护，完善了就地保护体系。

探索相关制度，完善保护
体系

近年来，云南省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

相关的各种制度。

2004 年，云南提出“极小种群”保护倡议。

2010 年 3 月，《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

规划纲要（2010—2020）》出台，112 个极小种群

物种得到拯救保护。据统计，“十三五”以来，

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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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家五针松、华盖木等多种极度濒危植物得到有

效保护和恢复。2017 年，云南省出版省级物种

红色名录《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填补了

中国大型真菌和地衣红色名录的空白，为针对

性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科

学依据。2019 年，云南颁布实施生物多样性保

护地方性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从法律层面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

也有专家表示，合理、可持续的利用，也是

对生物多样性的另一种保护。比如，开展科普

体验等。“在实验区及保护区外围开展适度的

科普体验既能增加本地群众收入，提高群众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也有助于让更多普通

公众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云南省铜壁关省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盈江管护分局副局长左

常盛表示，只有坚持保护优先，才能实现物种

保护和群众增收的双赢。

图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滇金丝猴国家

公园。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云南创新管理、完善制度

保护多样物种 建设多彩家园
本报记者 张 帆 杨文明 李茂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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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4 月 12 日 电

（记者寇江泽、李晓晴）记者从

国家林草局日前召开的全面推

行 林 长 制 工 作 视 频 会 议 上 获

悉：各地积极推动林长制各项

工作落实。目前，安徽、江西、

山东、重庆、海南、山西、贵州、

福建、新疆、北京等 10 个省份已

在全域推行林长制，其中有 9 个

省份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双“挂帅”担任总林长，其他

省 份 也 正 在 抓 紧 推 动 相 关 工

作，争取到今年底全面建立省、

市、县、乡、村等各级林长体系。

为扎实有效地推动工作开

展，国家林草局成立了林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印发

《国家林草局贯彻落实〈关于全

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实施方

案》，进一步细化对省级总林长

的考核内容，包括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湿地保护率、可治理沙化土

地面积等主要指标，以及生态

保护修复、支持保障政策等主

要任务。国家林草局将根据各

地资源禀赋的不同，把各项指

标和任务分解下去，按年度和

任期实施考核。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快

建立林长制工作机构，抓紧研

究起草工作方案，提出年度工

作任务和重大事项，争取在今

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林长制责任

体 系 。 已 经 推 行 林 长 制 的 地

区，要在总结提升、规范完善上下功夫。要加强督查考

核，建立差异化、动态化、科学化考评体系，不搞“一刀

切”。同时，要充分发挥协调沟通作用，统筹各部门和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聚焦林草资源保护管理的重点难

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要强化科技支撑，建立完善林

草资源一张图，建设林长制智慧信息系统和工作平

台。要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

抓好对基层管护人员的培训，提升基层林长履职能

力。要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认真总

结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在推深做实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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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尹晓宇）近日，由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国际森林城市大

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开幕，大会主题为“森林城市与城市

生活”。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关志鸥在会上表示，目前

中国已有 194 个城市成为国家森林城市，17 个省份开

展了森林城市群建设。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

10.1%提高到 41.1%，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我国国家森林城市已达194个
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本报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刘毅）中央气象台预

计，最近几天南方地区有明显降雨过程，北方地区有大

风降温天气，中央气象台 12 日 18 时继续发布大风降温

预报。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大风降温预报显示，12 日 20 时

至 14 日 8 时，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

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大部、江淮东部等地，普遍有

4—8 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可达 10 摄氏度以上。西北

地区东北部、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黄淮等

地部分地区，有 4—6 级偏北风，阵风达 7—9 级。

中央气象台预计

北方地区将有大风降温天气

本报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孙秀艳、寇江泽）记

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日前，第二轮第三批 8 个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实现对山西、辽宁、安徽、江西、河

南、湖南、广西、云南 8 省（区）督察进驻。

在进驻动员会上，各督察组组长指出，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这一

批督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的首批督察，要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始终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把握好督察方向

和重点。

8 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均作了动员讲话，强

调要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坚决按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介绍、资料提供、协调保

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

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根据安排，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进驻时间约为 1 个月。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

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各督察组表示，督察组全体成员将严格

执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接受被督察

地方和社会监督。在后续工作中，将严格落实中央有

关要求，进一步为基层减负，简化程序、优化流程，不断

提高督察工作的精准性、针对性，确保有序有效完成督

察任务。

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组全部进驻

进驻时间约为1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