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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喝剩下半瓶水，是

带走还是丢弃？不少人习惯

一弃了之。前不久，北京市

水务局启动了“倡导光瓶行

动 ，杜 绝 用 水 浪 费 ”专 项 行

动，倡议培养生活节水好习

惯，树立节水新风尚。

喝剩的“半瓶水”看似微

不足道，却是关乎节约的大

问题。“半瓶水”被丢弃的背

后，其实是对水资源的浪费。

北 京 是 一 个 缺 水 的 城

市，年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

仅有 150 立方米左右。与此

同时，北京每年的各种会议

场合，消耗的瓶装水数量却

不小。加上人们在饭店等其

他场所丢弃的“半瓶水”，数

量难以估计。

如 何 减 少“ 半 瓶 水 ”浪

费 ？ 其 实 也 有 不 少 可 行 的

办法。比如对于瓶装水使用较多的会议等场合，

主办方就可以多从细节入手来减少浪费——除

了为参会人员提供小瓶水，还可以在提供瓶装水

的会场，设置节约用水的宣传标志，提醒参会者

在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 ，带 走 喝 不 完 的“ 半 瓶

水”。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对被丢弃“半瓶水”

的再利用来减少浪费。比如，会场、饭店等场所

将剩下的瓶装水使用专门的器皿回收，用于绿

化浇花、蒸汽熨斗使用等，一年下来，也可以节

约不少水。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对于个人而言，除了养

成“光瓶”好习惯、带走喝剩的“半瓶水”，洗衣服洗

菜水再利用，使用节水卫浴产品等等，这些从身边

小事入手的好习惯，也能促成大家形成爱水惜水

的良好生活方式。

节小流以成湖海。近年来，光盘行动成效显

著，制止餐饮浪费已成为社会共识。愿“光瓶”也

能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形成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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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
30余年野生种群增加 700余只

根据全国历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我国野外大熊

猫 数 量 从 1985—1988 年 调 查 的 1110 多 只 增 加 到

1999—2003 年调查的 1590 多只。截至目前，我国野

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 1864 只。截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全球大熊猫人工圈养总数达到 633 只。而在

2003 年底，全球大熊猫人工圈养数量仅为 161 只。

“我们不断加强大熊猫繁育保护工作，着力在

提高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上下功夫，大熊猫种群

数量稳定增长，人工繁育、野化放归等工作有序开

展，大熊猫繁育保护工作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大

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生表示，近年来，我

国不断加强大熊猫种群质量管理，实现了种群较快

增长。

保护大熊猫，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具有重

要意义。李德生告诉记者，大熊猫对于生物科研有

着重要价值，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对大自然保

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德生表示，为保护大熊

猫，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大熊猫生态廊道建设等生态

修复工程，建立自然保护区等，使得大熊猫种群数量

和栖息地面积岀现持续恢复性增长。

藏羚羊——
从不足 7万只到 30万余只

晚上 9 点，夜幕降临可可西里。空旷的原野上，

几盏微黄的灯光亮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

源园区管委会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湖保护站的管护

员们开始了忙碌。

火炉上，铜壶“咝咝”作响，不大的房间里，飘着

奶香味儿。保护站站长秋培扎西一边提起铜壶往奶

瓶里灌奶，一边跟记者说：“每年 5 到 7 月，来自青海

三江源、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等地的藏羚羊会到

卓乃湖区域产仔，回迁过程中，部分体质较弱的幼仔

会与羊群失散。”

秋培扎西来到救护室，打开管护笼，9 只小藏羚

羊一下子围上来，乌黑的眸子、灵巧的身型、棕黄的

绒毛，非常可爱。“别急，都有。”秋培扎西和同事们边

给小羊喂奶边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救助、喂养，待它

们恢复自我生存能力后放归自然。”

据统计，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藏羚羊的种群

数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足 7 万只，恢复到本

世纪初的 15 万余只，又到如今的 30 万余只。藏羚羊

在青藏高原繁衍生息，除了保护区专业的管理机构

和执法队伍默契配合，持续打击盗猎、开展巡护救

助外，还离不开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支持。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基础物种，是当地自然生

态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物种多样性的增加、生态系

统的平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秋培扎西介绍。

巧家五针松——
人工繁育近 7000 株，首次实

现迁地保护种群结实

“小陶，快带上望远镜来园子！”8 月 10 日，接到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卫邦的电话，

研究所研究实习员陶丽丹拿上望远镜就直奔植物园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透过望远镜，陶丽丹看

到了一颗饱满的棕色松果，泛着绿色的果皮和翠绿

的针叶，正在风中摇曳。

据介绍，巧家五针松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990
年首次发现时，仅有 34 株野生植株，分布于云南省

昭 通 市 巧 家 县 药 山 一 条 海 拔 2000 米 左 右 的 山 坳

中。研究显示，巧家五针松种群数量过少，遗传多样

性较低，在自然群落中竞争力较弱，加上分布范围狭

窄，一旦发生火灾等灾害，自然灭绝风险极高。2021
年，它不仅有了近 7000 株的人工繁育种群，还首次

实现了迁地保护种群结实。

云南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将巧家五针

松野生植株分布区及周围 1193 公顷森林纳入保护

区管理；就地保护、采种育苗、迁地移植、科研监测

……云南相关部门和科研单位持续关注，保护巧家

五针松。除了巧家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明、大

理都有了它的人工种群。

为了这一天，植物学家们已经足足等待了 12
年。“2009 年播种、2012 年定植，它比我还早到研究

所 6 年。”陶丽丹说，木本植物开花结实周期长，“能

不能成功繁育、定植后能不能存活，基本上当年就能

知道，但能否异地结实往往一等就是十几年。”

“不仅是人工繁育，我们还会将巧家五针松周围

的土壤样本、伴生植物情况上传至中国西南地区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信息平台，供研究人员使用。”陶丽

丹说，“现在不用上山，在昆明市的植物园里就能看

到这么珍稀的植物，对我们植物研究者来说，特别有

成就感。”

多
地
加
强
特
有
物
种
保
护
，部
分
种
群
得
到
恢
复
性
增
长

同
心
协
力

让
家
园
更
多
彩

本
报
记
者

张

文

刘
雨
瑞

杨
文
明

李
茂
颖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大熊猫、藏羚羊、巧家五
针松……这些现存于我国的
特有物种，对丰富我国的生物
多样性起着重要作用。近年
来，随着我国相关保护体系
不断完善，多地对特有物种加
强就地和迁地保护，部分种群
得到恢复性增长。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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