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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 池 荡 漾 ，丹 桂 飘 香 。 10 月 11 日 至 15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

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将在美丽的春城昆

明举行。此时此刻，大会的会场昆明滇池国际

会展中心像一只巨大的孔雀，绚丽开屏，等待

着拥抱世界各地的宾客。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既是

此次大会的主题，也是人类对未来的美好寄

语。作为联合国生态环境领域的一次重要会

议，未来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将

从这里走向世界。

大美河山、生机盎然，
尽显美丽中国

天 山 山 脉 以 北 ，准 噶 尔 盆 地 东 部 ，新 疆

卡 拉 麦 里 山 有 蹄 类 野 生 动 物 自 然 保 护 区 坐

落于此。

前不久，来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王

振彪，护送 18 匹野马进入保护区乔木西拜野

放点。它们要告别圈养生活，回到祖先栖居过

的荒野繁衍生息。

曾经，地球上仅存的野马主要圈养在国外

动物园里。1985 年，我国引回 11 匹野马，开启

这项濒危物种拯救行动；经过 10 多年努力，

2001 年首次野外放归野马；2020 年底，保护区

的野放野马总数为 274 匹，新疆境内的野马总

数已占全球野马总数约 1/5。

野马，如同一个缩影，见证中国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

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全球超过 30 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

海的生物多样性，超过 16 亿人依靠森林和非

木材林产品谋生。世界上 50%以上的药物成

分来源于天然动植物。

然而，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

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

展构成重大风险。

“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

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 峰 会 上 通 过 视 频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指出。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中国声音，更有中国

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指引下，我国通过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严厉打击非法贸易等多种举措，不断加强野生

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修复。

10 月 8 日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白皮书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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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南 方 到 北 方 ，从 内 陆 到 海 滨 ，越 来 越

多 珍 禽 异 兽 正 在 回 归 ，展 现 自 然 之 美 、生 态

之美——

今年全球动物界一大“网红”，非云南那群

野生亚洲象莫属。从北移到南返，象群迂回行

进 1000 多公里，中国政府与群众的护象行动

赢得世界肯定。白皮书介绍，通过多年保护，

我国境内的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80 头增至目前的 300 头左右。

记得今年“进村”的东北虎“完达山 1 号”

吗？那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

北虎。为促进虎栖息地维护、恢复和改善，我

国在位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

区域，积极推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建设，

总面积超过 146 万公顷。林深藏虎豹，我国境

内野生东北虎种群呈现增长态势。

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也在加

速恢复。黑颈鹤由不到 3000 只上升到 8000 多

只，藏羚羊升至约 30 万只。第二次陆生野生

动物资源调查发现白颊猕猴等新物种 5 个、东

歌林莺等中国新记录物种 5 个。

大 熊 猫 受 威 胁 程 度 等 级 从“ 濒 危 ”降 为

“易危”、“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繁亮相、三江

源国家公园等地的雪豹频繁现身……越来越

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新闻，成为人们津津乐

道的话题。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在植物世界同样力

度空前。

幽兰在空谷，馥馥吐奇芳。兰花的风姿，

从古至今被无数诗词吟唱，在我国的历史中盛

放不衰。

由于国内外过度利用和市场畸形需求，一

些野生兰科植物资源曾遭到严重破坏。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是细叶莲瓣兰

的原生地和主产地，当地已记录到 150 个兰花

原生种、80 余个特色名兰和 200 多个新种。为

更好保护，今年维西县全面禁止乱采滥挖野生

兰花。花期虽未至，但兰花正在山野中悄然生

长，数月后将馨香世界。

我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拥有高等植物 3.6 万余种，约占世界总数的

10%，其中超半数物种是中国特有。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野外回归……通过

持续开展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德保苏铁、

华盖木、百山祖冷杉等 120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得到抢救性保护，部分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

步恢复。

“保护野生动植物，不仅守护着健康稳定

的生态系统，也是守护遗传多样性，守护我们

更加美好的明天。”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司司长张志忠说。

一个物种就是一个基因库。如果物种基

因还未开发就永远失去，损失无法估量。正是

那几株在风中摇曳的青蒿，屠呦呦才会发现青

蒿素，为世界带来全新抗疟药；正是有了野生

稻基因留存，袁隆平才培育出杂交水稻，为中

国人的口粮安全带来沉甸甸的保障，为世界粮

食安全增添中国贡献。

在昆明北郊苍翠的密林中，中国西南野生

生物种质资源库保存植物种子万余种，有望存

活几十年甚至上千年。这座种质资源库，与英

国基尤千年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

等一起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设施。

近年来，我国更加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已

建有近 200 个各级各类植物园，收集保存了 2
万多个物种；基本完成了苏铁、棕榈和原产我

国的重点兰科、木兰科等珍稀野生植物的种质

资源收集保存。

今年，我国分别调整更新了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名录，新增 517 种（类）野

生动物和 300 种（类）野生植物，将豺、长江江

豚等 65 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一

级，兰属植物几乎所有种列入新名录，保护范

围和力度进一步加大。

大美河山，万千草木，飞禽走兽，生机勃

勃。绽放美丽中国，共迎美好未来。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求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昔 日 的“ 打 鸟 人 ”侯 体 国 ，如 今 成 为“ 护

鸟人”。

他 居 住 的 云 南 省 保 山 市 隆 阳 区 百 花 岭

村，位于“世界物种基因库”高黎贡山东麓，生

态环境优越，鸟类资源丰富，被誉为“五星级

观鸟圣地”。

“小时候穷，没有肉吃，想吃肉就上山打

鸟。”侯体国说，自己的绝活是玩弹弓，“用石子

一打就中，想打鸟头绝不会打中翅膀。”

近年来，观鸟生态旅游方兴未艾。到百花

岭观鸟、拍鸟的人越来越多，侯体国放下弹弓，

成了“鸟导”，“人多的时候，客人一天就能坐满

一架飞机。”

“观鸟游”还带火了餐饮、民宿等行业，仅

去年就给村民增收 1000 多万元。百花岭村没

人打鸟了，“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

会”成立多年，会员已发展到 150 多人。

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共生。

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也带来

了生态危机。疾驶中的中国列车，也不可避免

地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问题正面遭遇。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透过

历史的尘埃回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

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

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

以前所未有力度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把

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

息的时间和空间。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

建设——

在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我国创

新生态空间保护模式，创造性提出生态保护红

线制度。

“这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体制

机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生态环境部卫星

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说，通过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将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保护起来，为可

持续发展提供永续性的生态支撑。

目前，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基本

完成，初步划定的面积比例不低于陆域国土

面积的 25%，覆盖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

境敏感区和脆弱区，也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

性分布的关键区域，有效保护了生物物种及

其栖息环境。

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相继出台，数十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

改革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

让生态环境质量成为硬约束，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评价考核、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有效实施，主体功

能区制度逐步健全。

以制度之力助推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

数据质量管理、排污许可、河（湖）长制、禁止洋

垃圾入境等环境治理制度落地生效。

发挥绿色经济政策的引导作用，绿色金融

改革、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环境保护税

开征、生态保护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

施进展顺利。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天更蓝，从前些年的雾霾锁城到如今蓝天

白云常驻，2020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7%，超过“十三五”规

划目标 2.5 个百分点。

水更清，群众房前屋后的臭水沟已悄然变

为潺潺清流，2020 年地表水Ⅰ至Ⅲ类水质断

面比例上升至 83.4%，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下

降到 0.6%。

山川更美，一些地方曾经缺林少绿、黄沙

漫天，如今绿满青山。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3.04%，森林蓄积量提高到 175.6 亿立方米，人

工林面积稳居全球第一。

守好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祖先留下的生存

智慧。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

地，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从“卖石头”转

向“卖风景”，折射中国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

村民胡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村里开山

挖矿、炮声隆隆、粉尘漫天的景象是他童年最

深的记忆。前些年来，关闭矿山修复生态，余

村四季皆有景。4 年前，在外打拼多年的胡斌

回家乡开起了客栈，生意红火得很。

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扩展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各地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的具

体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人们欣喜地看到，曾靠山吃山的牧民如今

成了护林员，放下渔网的渔民加入了护渔队，

乡村游、生态游让百姓更富、生态更美，生态保

护与经济发展走出双赢之路。

…………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也赢得世界肯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去年 9 月发布第五版《全球生物多

样性展望》，其中 13 次展示了中国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

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和贡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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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

工作值得各国仿效学习。

人类同呼吸、万物共
命运，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来自大自然的警报阵阵——

根据联合国相关报告，全球森林面积在

1990 年至 2020 年损失了 178 万平方千米，约

相当于利比亚的面积。活珊瑚覆盖面积在过

去 150 年减少了近一半，且下降速度在近二三

十年大幅加快。

有关报告显示，目前约有 100 万种动植物

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有可能在

未来几十年内灭绝。当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比

过去 1000 万年的平均值高出几十到几百倍，

而且正在加速。

“我们正在破坏支撑我们社会的生态系

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自然界的退

化正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水和资源。”

但他同时表示，地球是有恢复能力的，“我们仍

然有时间扭转自己造成的破坏。”

万物在呼救，人类要回答。

当前，人类站在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全球性的

危机和挑战，人类与大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唯有携手并进。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

丽家园。

共 建 美 好 家 园 ，这 是 来 自 中 国 的 庄 严

承诺。

2016 年 5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

动》报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对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有益探索和具体实践，为其他国家

应对类似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提供了经验

借鉴。

中国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

定书。从 2019 年起，中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

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中国

持续加大对全球环境基金捐资力度，已成为全

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资国，有力地

支持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今年 9 月 21 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

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

“ 中 国 将 力 争 2030 年 前 实 现 碳 达 峰 、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但我们会全力以赴。”铿锵的话语，向世界进

一步释放出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的

强烈信号。

共 建 美 好 家 园 ，这 是 来 自 中 国 的 大 国

担当。

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内马铁路穿过内

罗毕国家公园，向远方延伸，造福当地人民。

面对秀丽的自然风光、成群的野生动物，

中国企业在项目设计之初，就考虑如何保护野

生动物迁徙通道。

为保证大型动物如长颈鹿的自由通行，内

马铁路一期采用了长达 6.5 公里的大桥全程穿

越公园方案，大桥还设置了声屏障，降低列车

通过时的噪声，以最大程度降低对野生动物的

影响。

这样的故事还有更多。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中

国企业组织专家开展关键栖息地评估，采取多

种措施保护当地的鱼类。

加纳特马港新集装箱码头项目的施工区

域是海龟在西非的主要产卵地之一，中国企业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格外注意对海龟生存环境

进行监测，专门建立了一座“海龟孕育中心”，

孵化放生了小海龟上万只。

共 建 美 好 家 园 ，这 是 来 自 中 国 的 坚 定

主张。

携手并进、共创未来。对于即将在昆明举

行的 COP15，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多次在重

要国际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春城之邀”，同各

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共同开启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

兼具雄心和务实，充满挑战和期盼，伴随

艰辛与欣喜，此次大会将总结过去 10 年全球

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与经验，凝聚缔约

方、国际组织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力，制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转型性变革带来契机，是一次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大会。

承诺如山，作为 COP15 东道国和主席国，

中国将坚持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引领者，走

可持续发展之路，继续保持和增强建设生态文

明的定力，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坚持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提升自然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为履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承诺付出艰巨的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昆明出发，携手前行，同心协力，我们一

定能共建一个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新华社昆明 10月 10日电 记者李银、邹

伟、高敬、王长山、胡璐、王立彬）

万 类 霜 天 竞 自 由
—写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开幕之际

本报北京 10月 10日电 （记者江琳）针对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10 月 10 日发表所谓“讲话”

中涉及两岸关系内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应

询表示，这篇“讲话”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割

裂历史、扭曲事实，以所谓“共识、团结”为幌子

图 谋 绑 架 台 湾 民 意 ，勾 连 外 部 势 力 ，为 其 谋

“独”挑衅张目。

他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49 年

以来，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

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

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决不允许分

割。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挟洋自重，疯

狂谋“独”挑衅，不断制造事端，其所谓“维持现

状”不过是企图瞒天过海、欺骗世人。当前，民

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是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的根源，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我

们打击遏制“台独”，是针对民进党当局和“台

独”势力的倒行逆施，绝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

胞。民进党当局挑拨离间，混淆视听，欺骗不

了岛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马晓光指出，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以和平

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

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

原则基础上解决两岸分歧，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

础。民进党当局否认“九二共识”，破坏对话基

础；谋求“台独”分裂，关闭了两岸对话的大

门。这难道不是改变现状！如果这也叫“善

意”，那还有什么叫“恶意”？如果这不是“冒

进”，什么是“冒进”？

他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施政无能，

民生哀怨，却耽于制造族群矛盾，分化台湾社

会，大搞“绿色恐怖”，疯狂打压异己。推进

“去中国化”“渐进台独”，强行割裂台湾民众

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极大伤

害了广大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如果把这样

的“台独”民粹包装成所谓“民主自由”，吹嘘

所谓“台湾越来越好”，也太低估台湾民众的

智商。

马晓光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的共同

意志。台湾是祖国的宝岛，是包括 2300 万台

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台湾，台湾的

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

乞怜、勾结外部势力，搞对抗、拒统一、谋“台

独”、走绝路，不过是谋一党之私，裹挟不了

2300 万台湾人民的意愿，更阻挡不了历史演

进的大势。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我

们愿与广大台湾同胞和衷共济、团结向前，粉

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

美好未来。

国台办评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所谓“讲话”：

鼓吹“台独”、煽动对立

因油而生，依油而兴。

从新疆石河子市出发沿

五克高速向西北行驶 3 个小

时左右，荒漠戈壁上一座现

代化城市跃入眼帘，这便是

克拉玛依。

城市转型
多元发展

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

为“黑油”。 1955 年 10 月 29
日，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工

业油流，宣告新中国第一个

大油田诞生。

长期以来，克拉玛依石

油产业“一柱擎天”，经济社

会 发 展 势 头 迅 猛 。 与 此 同

时，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克拉

玛 依 ，必 须 面 对 一 个 现 实 ：

发 展 的 路 径 不 可 能 永 远 依

赖石油。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后，在新发展理念引领

下，克拉玛依坚持把创新作

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不断推进“一主多元”工

作实践，着力打造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示范区。

“要让创新在克拉玛依

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好支撑

作用。”克拉玛依市科技局副

局长杨芗钰说。

“所谓‘一主’就是聚焦

石油石化核心业务，全力支

持和推动能源化工产业体系

强链、补链、增链；‘多元’则

是加快数字经济、文化旅游、

金融服务等产业发展。”克拉

玛依市政府副秘书长、先进

科技联合研究院院长阎立军说，“通过聚焦发力炼油特色

产品、差异化高分子材料、油气百万吨规模上产、生物基

化工等产业方向，我们预计到 2030 年将完成 4 个千亿产

业集群建设。”

数字经济 释放潜力

昔日戈壁滩，如今信息港。从克拉玛依市政府向西

南行车 10 多分钟，就来到云计算产业园区。这里也是新

疆最早批准的云计算产业园区。

今年 37 岁、老家在四川的陶涛因为看好克拉玛依的

基础和潜力，来这里参与建立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构建起全疆一体化的畜牧云大数据中心，从而实现

牲畜从出生到分销各阶段全流程在线监管服务。目前畜

牧云已覆盖 190 万家养殖户。

“目前，园区已先后引入华为云服务数据中心、中石

油数据中心（克拉玛依）、中国移动（新疆）数据中心等

130 多家企业和项目入驻。”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安波说。

“这里营商环境好，所以我们专门从上海总部过来

发展。”新疆天空之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吴士凯说。

特色旅游 探索新路

除数字经济外，旅游、金融、商贸等一批“非油”产业

正在克拉玛依加速发展。

在乌尔禾区，一栋栋崭新的居民住房，一排排修葺一

新的特色民宿、一座座造型新颖的房车小屋，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

近年来，当地积极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在城市转型过

程中，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就是要抢抓旅游兴疆战略机遇，通过特色旅游

产业开发，探索资源城市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径。”乌尔禾区委书记薛宏舜说。

从多个产业集群的相继兴起，到一批新兴产业的蓬

勃发展，创新正在让油城克拉玛依向着高质量发展加速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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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驱 动 发 展 ，建 设 创 新 城 市 ，老 百 姓 感 受 创 新

带 来 的 生 活 之变和工作之便……在克拉玛依街头，洋

溢着“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浓厚

氛围。

推动工业强基增效和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疆特色

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克拉玛依发展思

路明晰。

今天的克拉玛依，产业集群崛起、大数据云计算勃

发、旅游产业兴旺，一座转型升级中的现代化城市呈现在

人们面前。

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让创新效能充分显现，我们有

理由相信，依靠创新，克拉玛依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吴天昊

本报拉萨 10 月 10 日电 （记者申琳、袁泉）西藏自

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10 月 8 日决定，

接受齐扎拉辞去西藏自治区主席职务的请求，任命严

金海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决定其代理西藏自治区主

席职务。

严金海代理西藏自治区主席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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