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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10月 15日

在云南昆明闭幕。来自 140 多个缔约方及 30 多个国际机

构和组织的 5000 余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参加大

会，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会议取得丰硕成

果。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等表示，昆

明大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蓝图，为全球可持续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凝聚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合力，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向新征程。

“为制定新的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注入更强动力”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

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

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

界！”习近平主席 10 月 12 日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治理指明方向，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增添

信心。

5 天时间里，大会进行了一般议程，举办了高级别会

议（包括领导人峰会、部长级会议）、生态文明论坛。其

中，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宣言承诺，确保制

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 2030
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 2050 年愿景。

“中国成功举办大会，有力推动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进程。”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

丽莎白·穆雷玛看来，“昆明宣言”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

向，各方在会议期间开展了有效对话，“这让我们能围绕

一个更具雄心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开展谈

判，为人类构建一个共同的未来”。

“‘昆明宣言’为制定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注入

更强动力。”联合国新闻网站发文称。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声明说，未来 10 年，实现扭转生

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高级别政治承诺，是解决眼下自然危

机的关键第一步。基金会对“昆明宣言”中的相关措施表

示欢迎，“如果我们要在这 10 年中成功构建一个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世界，一定要采取必要的行动”。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卡洛斯·曼努埃尔·
罗德里格斯表示，包括“昆明宣言”在内，本次大会将有力

助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进程。

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认为，“昆明宣言”促

使谈判各方继续努力，以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雄心勃勃

且务实可行的框架。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和实践创新鼓舞人心”

会议期间，位于昆明西南的滇池又一次迎来了老朋

友——红嘴鸥。湖面碧波荡漾，水鸟成群，呈现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近年来，随着滇池生态改善，

包 括 红 嘴 鸥 在 内 ，昆 明 的 候 鸟 从 种 类 到 数 量 都 在 明 显

增加。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

一，中国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积极实践和重要

成果，得到各方高度评价。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前执行秘书布劳

略·迪亚斯多次访问中国，他说：“我曾专程访问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了解中国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和进展。”在

他看来，中国制定的多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政策，

包括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多个保护区、保护大熊猫等

濒危物种以及保护滨海候鸟栖息地等，可以为其他国家

提供借鉴。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前总裁兼理事会主席章新胜

看 来 ，云 南 西 双 版 纳 亚 洲 象 群 的 北 移 经 历 是 中 国 在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领 域 的 一 个 暖 心 故 事 。“ 亚 洲 象 北 移 途

中，居民主动避让，象群自由漫步。这一幕幕感人情景

温 暖 了 全 球 ，成 为 中 国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生 动

范 例 ，世 界 媒 体 的 关 注 和 点 赞 印 证 了 中 国 在 该 领 域 的

贡献。”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戴维·
库伯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创新鼓舞人

心，其经验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帮助落实‘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设定的目标。”

中国将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

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加快构建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式设立第一批

国家公园；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等。昆明大会上，中方提出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一系列新举措，彰显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

和决心。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长期规划的制定并逐步落实，这

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至关重要。”“2020 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共同主

席巴希尔·范·阿弗尔表示。

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负责人德米特里·戈尔什科

夫认为，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为全

世界树立了榜样。

“加强国际合作才能使这一
全球行动取得成功”

在生态文明论坛上，各方重点围绕 7 个主题开展对话

研讨，达成 10 多项成果，发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全

球生态文明”的共同倡议。大会还发布碳中和目标下应

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相关宣言，凝聚各方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智慧与力

量。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实现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目标，采取实际行动最为重要。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强调，只有团结一心，才

能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保护生物多样性，才能

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我们所期待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说：“生态保护是一项

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加强国际合作才能使这一全球行动

取得成功。”

“此次会议上各方承诺令人鼓舞。”国际野生生物保

护学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王爱民表示，下一步需要制

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并整合全球范围内生态多样性

保护力量，实现系统性变革。

按照计划，大会第二阶段将于 2022 年上半年举办，审

议并决定“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张林秀表示，环

境规划署将进一步与中国政府、智库、企业等建立和巩固

多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期待明年再次相聚中国，共同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张远南 尚凯元 朱玥颖

本报兰州 10月 16日电 （记者王锦

涛）第八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 16 日在

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

会主席沈跃跃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

话。论坛开幕前，沈跃跃集体会见与会各

国嘉宾。

沈跃跃表示，在各国元首亲自推动

下，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提质升级，

共 同 走 在 国 际 社 会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第 一 方 阵 。 我

们 要 持 续 深 化 政 治

互信、系统谋划发展振兴、共同守护地区

安全、积极促进文明互鉴、携手捍卫国际

公平正义，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

献力量。

论坛以“加强团结协作，共建安全与

发展共同体”为主题，由上合组织睦委会、

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邀请中亚国家政

要、驻华使节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以

线上线下方式与会。

沈跃跃出席第八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开幕式
本报昆明 10月 16日电 10 月 15 日，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亚洲—太平洋

广播联盟、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非洲广

播联盟、欧洲广播联盟等国际组织在昆

明共同发布《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联

合倡议》，号召全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媒体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为契机，积极践行

媒 体 社 会 责 任 ，加 强 新 闻 报 道 、节 目 制

作 、人 员 交 流 等 合

作，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共建地球生命

共 同 体 作 出 积 极

贡献。

据介绍，共同发起倡议的上述联盟组

织成员包括全球 500 多家主流广播电视

媒体机构，具有广泛代表性。

中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将在

10 月至 12 月期间开展“生物多样性主题

视听节目海外展播”活动，20 余部优秀作

品将在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区主流平

台播出。

广电总局与亚太广播联盟等共同发布保护生物多样性联合倡议

本报杭州 10月 16日电 （记者窦皓）

第八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 16 日在杭州

开幕。本届博览会为期 3 天，共有 300 余

家版权相关单位、机构和企业参展，重点

展示图书音像、影视音乐、动漫游戏、计算

机软件、工艺美术等优秀版权作品，展现

近年来我国版权产业发展成果。

开幕式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中国

国家版权局联合举行了“2020 中国版权

金奖”颁奖仪式。《攀登者》等 6 部作品获

作品奖；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等 5 家单

位获得推广运用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三庭第五合议庭等 5 家单位获得保

护奖；北京市版权局

版权管理处等 4 家单

位获得管理奖。

博览会期间，国

家版权局主办的“著作权法实施 30 周年

成就展”，全面展示 30 年来在党的领导

下，我国在版权立法、版权保护、版权产业

和版权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重大

成就。此外，还将举办版权保护促进电影

产业发展论坛、版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论

坛、版权护航文化娱乐产业高质量发展论

坛、第二届中国国际著作权集体管理高峰

论坛、短视频版权保护与创新研讨会等

10 余项主题活动。

本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由国家版

权局主办，浙江省版权局和杭州市人民政

府承办。

第 八 届 中 国 国 际 版 权 博 览 会 开 幕

10 月 16 日 ，“ 澜 沧

号”动车组抵达刚刚建

成的中老铁路万象站，

正式交付老中铁路有限

公司。

该动车组是老挝历

史 上 第 一 组 现 代 化 列

车，由中国中车集团制

造 ，最 高 运 营 时 速 160
公里，编组为 9 辆，定员

720 人。

中老铁路全部采用

中国管理标准和技术标

准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 全 面 开 工 。 中 老

铁路通车后，万象到昆

明可朝发夕至。

图为驶往万象站的

“澜沧号”动车组。

本 报 记 者 孙广

勇文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

公司供图

（上接第一版）依托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的建设，京南·固安高

新区以维信诺、京东方两大龙头企业为牵引，集聚上下游企业 40 余家，成

为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之一。

今年 1 月至 6 月，河北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3%，对全省工

业增长贡献率为 37.4%，超过钢铁行业贡献率 17.8 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工

业增长的第一引擎。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高新技

术产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21%，比去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

分点。

“今年河北省大力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注重企业数量向培

育质量型、实力型、领军型科技企业转变。”河北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河北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到 9400 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达 8.7
万家。

生态优先，提升绿色新气质

“继 2017 年的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之后，我们最近又捧回了联合国

‘土地生命奖’！”10 月 15 日，回想起 9 月底领奖的场景，塞罕坝机械林场

场长陈智卿依然心潮澎湃。

多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将茫茫荒原变成百万亩林海，成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近年来，塞罕坝在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推动绿色发

展、增强碳汇能力等方面大胆探索，2018 年达成首笔造林碳汇交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河北积极筑牢京津生态屏障，增进“绿色”

福祉。“十三五”期间，全省森林面积由 8700 万亩增加到 9901 万亩，森林覆

盖率由 31%提高到 35%。

随着环境改善，如今到白洋淀“安家”的鸟类越来越多。“白洋淀共记

录有野生鸟类 224 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 18 种。去冬今春还观测

记录到 48 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大鸨。”安新县自然资源局白洋淀湿

地保护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齐明说。

近年来，雄安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管控外源污染，加强内源治理，推

进淀区及周边污染整治。2020 年，白洋淀水质达到近 10 年最好水平，实

现“全域Ⅳ类、局部Ⅲ类”目标。

压能、减煤、治企、控车、增绿，河北统筹推进，着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碧水保卫战”。2020 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较 2015 年下降 40%，环境

空气质量创 2013 年以来最好水平；74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累计提

升 27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全部清零。

走进邢台德龙钢铁厂区，造型各异的机器人、雕塑、钢制大象等用炼

钢废料精心打造的景观随处可见，掩映在绿树芳草间，令人赏心悦目。去

年 9 月，德龙钢铁厂区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成为国内首家获得这

项称谓的在产钢铁企业。

在厂区道路两旁，或粗或细的管道有序排列，地表水、循环水、中水等

分类流动。“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等每项工序都离不开水，提升用水效率

和重复利用率，是企业绿色生产的重要措施。”德龙钢铁水资源管理科科

长王维科介绍，目前，德龙钢铁单位产品取水量降至 2.01 立方米/吨，工业

用水重复率提高到 98.8%，通过回用中水每年可节约新水 330 万立方米。

推进生态治理，积极改变偏煤的能源结构、偏重的产业结构、偏公路

的交通运输结构，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气质”正逐步提升。

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新引擎

打开手机 APP，可以远程操控家中所有电器开关；当房间内 PM2.5 超

标时，空气净化设备自动运行……今年 9 月在石家庄举办的 2021 中国国

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汇集了 468 家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企业，一批先进科

技集中亮相。

近年来，河北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进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核心技术突破、智慧交通等

20 个重点专项行动，加快打造“数字河北”步伐。

在张家口市怀来县，秦淮数据集团算力园区一期项目主体结构已封

顶。项目设计 IT 容量达 57 兆瓦，投产后园区将形成超百兆瓦算力。

在廊坊开发区大数据产业园，集云存储、云计算、云服务等于一体的

大数据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预计 2025 年底，润泽国际信息港将全部建成

并投入使用，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产业园区之一。”润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男表示。

目前，河北实现了设区市、雄安新区主城区、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崇礼

赛区 5G 信号的连续覆盖。2020 年，河北省数字经济规模达 1.21 万亿元，

占 GDP 比重达 33.4%。今年 1 月至 6 月，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986.9 亿元，同比增长 26%。

产业数字化，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河北出台钢铁、汽车、石化等

领域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等政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

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

在乐亭县的唐钢新厂区，轧钢生产线很少看见人。炼钢主控室内，操

作工通过电脑完成炼钢、出钢、溅渣等工序。“我师傅那代人炼钢凭经验、

靠力气，穿着防烫工作服在炉前‘挥铁锹’；我这一代炼钢工用计算模型标

准化操作，在控制室透过玻璃窗‘按电钮’；到了我徒弟这一代，坐在中控

室里‘点点鼠标’就炼钢。”51 岁的全国劳动模范郑久强说。

“新厂区构建起了全流程一体化的生产管控系统，实现自感知、自决

策、自执行、自适应的全智能模式。”生产制造部生产指挥中心主任田伟

介绍。

2020 年，河北工业互联网带动经济增长指数为 73.5，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企业工业设备上云率 15.94%，居全国第二位。

保障民生，温暖百姓新生活

走进阜平县骆驼湾村，“我们过上了好日子”8 个大字格外醒目。

青水瓦、木挑梁、小披檐……村内一座座崭新的民居错落有致。“以前

住的土坯房，夏天怕雨、冬天怕风。现在咱这新房有水有电还有暖气，大

伙儿都住得美着呢！”骆驼湾村党支部书记顾瑞利说。

发展食用菌和高山林果种植产业、打造民宿旅游新业态……依托好

山好水，原先总感叹“乱石滩上挣钱难”的骆驼湾村村民，如今个个拿租

金、薪金、股金。2017 年底，骆驼湾村实现整村脱贫出列。2020 年，全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660 元，是 2012 年的 16 倍。

2020 年，河北省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746 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6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在历史上首次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

性整体贫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巩固脱贫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河北把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纳入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全

局。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4.6%，持续高于城

镇居民收入增幅。

“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真暖心！”拿到新房钥匙，邯郸市峰峰矿区东泉

头村村民崔振平乐得合不拢嘴。2018 年 4 月，峰峰矿区对包括东泉头村

在内的 9 个村启动城中村改造，涉及 6000 余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河北把增

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车驶入停车场车库待转平台，随智能语音提示拉手刹、熄火、离开平

台，再到车库门口点击电子屏“人脸识别”，仅用 1 分 10 秒，石家庄市民刘

先生便在车库停好了车。今年 7 月，石家庄民心广场地下智能立体停车

场正式投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王哲说，随着立体停

车设施智能化发展，市民停车、取车的便捷度将大幅提高，今年以来河北

已完成 21.09 万个城市公共停车位建设。

自 2018 年起，河北省围绕农村危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冬季清洁取

暖、新增停车位、就业创业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连续 4 年实施 20 项民生

工程。广袤的燕赵大地上，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温暖着百姓的新生活。

本报澳门 10月 16日电 （记者毛磊）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全体议员 16 日宣

誓就职，高开贤连任立法会主席。

当日中午，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

33 名议员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的监誓

下宣誓就职。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

联络办公室、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

公署、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等机构负责人，

以 及 特 区 政 府 主 要 官 员 出 席 宣 誓 就 职

仪式。

仪式开始前，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义

勇军进行曲》。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全

体议员在宣誓时说，

拥护并执行《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基 本 法》，效

忠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

洁奉公，竭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服务。

特区第七届立法会当日下午举行首

次全体会议，经全体议员不记名投票选

举，高开贤连任立法会主席，并在特区行

政长官贺一诚的监誓下宣誓就职。崔世

昌当选副主席，何润生和施家伦分别当选

执行委员会第一、第二秘书。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9月 12日

举行，选举产生了 14 名直选议员和 12 名

间选议员，另外 7 名议员由特区行政长官

委任。第七届立法会议员的任期为 4 年。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
高开贤连任立法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