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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刘毅、寇江泽）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 2022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获悉：2021 年生态环境领

域 8 项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这 8 项约束性指标包括：环境质量改善方面的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
浓度下降、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主要污染物减排方面的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减少。

2021 年，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十四五”起步之年良好开局。

全面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扎实推进蓝天

保卫战，全国 1.45 亿吨钢铁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北方

地区完成散煤治理约 420 万户。新增完成 1.6 万个行政村环境

整治。不断优化执法方式，全国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企业达

3.1 万多家，开展非现场检查 7.1 万余次。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启动上线交易，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结束。

此外，会议确定 2022 年要抓好有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保护监管、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执法和风险防范、确保核与辐射安全、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等 6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021年生态环境领域
8项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
今年将抓好六方面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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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

悉：截至 1 月 5 日，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完

成督察进驻工作。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 13108
件，受理有效举报 9656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相关省

（区）转办 8016 件。相关省（区）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6106 件。其

中，立案处罚 683 家，立案侦查 61 件，拘留 54 人；约谈党政领导

干部 546 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478 人。

各督察组在进驻期间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

一批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生态破坏严重、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违法排污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

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有关省（区）高度重视督察工作，主要领导通过督察动员、现

场督办、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大力推动整改落实。对已经转

办、待查处整改的群众举报问题，各督察组均已安排人员继续督

办，确保群众举报问题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第二轮第五批 4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21 年 12 月

3日至 5日陆续进驻黑龙江、贵州、陕西、宁夏 4省（区）开展督察。

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全面完成督察进驻

植物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

核心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我们所有的衣食住行，都与植物息息相

关。尤其是野生植物，不仅守护着健康稳定

的生态系统，也守护着宝贵的遗传多样性。

也正因此，保护植物资源及其多样性已经成

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

强化植物迁地保护，
维护植物多样性

我国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有高等植物 3.6 万余种。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加剧，生境破坏、过度

开发、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自身繁殖受

限等原因导致许多野生植物野外生存受到

严重威胁，甚至濒临灭绝。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是保护野生植物资

源的重要措施。“如果植物生境被破坏甚至不

复存在、生存繁衍受到严重威胁，就需要迁出

原地，移入植物园等地进行保护和管理。”北

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张志翔

表示，就地保护是最为有效的一项措施，迁地

保护则是拯救可能灭绝生物的最后机会。一

般情况下，当物种种群数量极低，或物种原有

生存环境被破坏甚至不复存在时，迁地保护

就成为保护物种的重要手段。

植 物 园 是 实 施 迁 地 保 护 的 主 要 场 所 。

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近 200 个，迁地保

护 植 物 2.3 万 余 种 ，占 本 土 植 物 种 类 的

60%。长期以来，植物园在维护植物多样性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依托科研力量，统筹
发挥多种功能

为何国家植物园在北京设立？中央民

族大学教授、曾任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

源库总工程师的龙春林认为，要实现对我国

植物最高效的迁地保护，顶尖科研人才和高

端科研平台是重要条件。

此次批复在北京设立的国家植物园，规

划总面积近 600 公顷，分南、北两园，在现有

北京植物园的基础上，通过扩容提升，统筹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国家植物园。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依托中国科学

院植物所建设的南园以科研实验为主，侧重

于植物基础科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植

物资源利用核心技术研发；依托北京市建设

的北园以迁地收集、科普、展示为主，侧重植

物应用研究、珍稀濒危植物保育、园艺植物收

集展示、园林园艺技术研究及培训等。

这个国家植物园现有迁地保护植物 1.5
万种，是全国唯一拥有世界三大温室旗舰物种

的植物园。同时，拥有全国最强植物科研团

队，建有 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中科院重点

实验室和 1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以及 1座亚洲

最大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 280 多万份，是

国际知名的综合性植物科学研究机构。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

授李俊清表示，国家植物园很重要的一个功

能，是科学研究和教育。研究物种进化、生

命起源、物种种间关系，药材、粮食和水果品

种的改良，园林花卉的开发等，都离不开有

大量物种的植物园。比如一个类群或者一

个复杂进化关系的物种，只有在比较大的植

物园中，系统把这些植物保护下来，才能继

续做深入研究。

北京的地理位置具备建立国家植物园

的优势。李俊清表示，北京气候适宜，还有

很多湿地，温带、亚热带甚至热带地区的植

物，耐寒耐旱的植物、湿地植物等都可在此

生长。从人文条件讲，中科院植物所有顶尖

的国内植物研究科研力量，同时，南北植物

园结合建立国家植物园，可以作为科学研

究、科普教育和展览展示的中心。

整合资源，将有效实
现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全
覆盖和可持续利用

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野生植物的就地保

护迈出重要步伐。而建立以国家植物园体

系为引领的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可与就地保

护体系有机衔接、相互补充，将有效实现中

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全覆盖和可持续利用。

据悉，国家林草局已牵头启动国家植物园

体系规划，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分

区域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建设国家

植物园体系将在充分整合利用现有植物园

资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气候带与典型

植被区划特点、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现有

植物园综合实力等因素，科学合理规划国家

植物园空间布局，采取整合与新建相结合的

方式，稳步构建以代表典型气候带和典型植

被特征区域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

园体系，逐步实现我国 85%以上野生本土植

物、全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迁地保

护的目标。

此外，专家建议，在建设好国家植物园

的同时，还需要推进相关工作，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促进科技支撑、健全管理体制等，加

强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促进就地保护与迁

地保护的协同，使得更多的濒危物种摆脱灭

绝危险，保障生态安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进步。

（综合本报记者寇江泽、新华社记者胡

璐报道）

国家植物园 让保护体系更完整
■美丽中国R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在
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标志
着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进入新阶段。

为什么要建设国家植物
园？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国
家植物园选址在北京，有怎
样的考量？未来将如何推进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记者
采访了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
人和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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