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农业农村部关于《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工作

完成。生态环境部 2021 年 5 月发布的《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已

发现 660 多种外来入侵物种。

2021 年初，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

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

合印发《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

方案》，全面部署推进外来物种入侵防控。

今年将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发布外来入

侵物种管理办法和名录，深入推进外来入侵

物种普查，实施加拿大一枝黄花、福寿螺等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灭除行动。

准确辨识外来入侵物种

国家林草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主任郭

文辉介绍，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入侵我国并

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林业有害生物有 45 种，

发生面积超过 270 万公顷，虽然占全部林业

有害生物发生总面积的比例不足 1/4，但危

害损失占比超过一半。

如何辨识外来入侵物种？河南省植物学

会理事长、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尚富德介绍，

精准判断和鉴定外来物种需要一定的知识基

础，“我国公布了数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还

就其形态特征、地理分布、控制方法进行了详

细整理和分析。”不过，有些外来物种在形态

方面与本地物种并无太大差异，非专业人员

难以准确鉴定，在不确定是否为外来入侵物

种的情况下不建议采取除治措施，应主动联

系相关部门，等待专业人员处理。

专 家 指 出 ，外 来 物 种 入 侵 是 可 防 可 控

的。 2021 年 11 月初，湖北武汉局部地区加

拿大一枝黄花暴发，当地农业农村局等部门

迅速行动，向社会公开热线电话，号召市民

发现后及时报告。此后，武汉市开展了多次

集中行动，有效控制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影响。

沙漠蝗是全球影响重大的迁飞性农牧业

害虫，飞行能力强、繁殖速度快、食性广、耐高

温干旱，危害性极重。2020 年初，沙漠蝗在东

非等部分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暴发，入侵我国

风险加大。为有效防控沙漠蝗入侵，农业农

村部组建边境监测预警网络和应急防治队

伍，密切跟踪境外沙漠蝗发生动态，准确进行

风险评估，实施动态调整、精准布控，并与海

关总署、国家林草局建立分工协作、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海关总署对来自沙漠蝗疫区的进

境货物及运输工具严格检疫查验，有效防范

了沙漠蝗从口岸传入。

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负责人说，农业

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外来入侵物

种名录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拟从监测、预

警、控制、评估、清除等方面构建全链条管理

制度，建立由 10 部门组成的外来入侵物种防

控部际协调机制，齐抓共管，协同推进防控

工作。

松 材 线 虫 病 是 最 具 危 险 性 的 植 物 疫

情之一。浙江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副站

长陈卫平介绍，近年来，浙江采取全面监管

等防治措施，“精细化除治+打孔注药”取得

实效，灾情大幅减轻，松树成片枯死现象明

显减少。“全省以松林为主的林相格局依然

保持稳定，一些已经演替为松阔混交林的林

分，乔木层树种种类更多，多样性有所提高，

林分日趋健康。”陈卫平说。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负责人说，针对

草地贪夜蛾、红火蚁等重大危害入侵物种，

农业农村部加强危害特性、蔓延规律和扩散

机制研究，为精准防控提供支撑。加大绿色

高效防控技术集成推广力度，将草地贪夜蛾

综合防控技术等列为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

和主推技术。积极探索水花生、水葫芦、豚

草等外来入侵物种生物防治技术，在湖北、

湖南、江苏、广西等地建成 30 个外来入侵物

种天敌繁育基地。

做好防控，还要查清底数。据介绍，农

业农村、海关、林草等 7 部门联合印发外来入

侵物种普查总体方案，重点开展农业外来入

侵物种、森林草原湿地等区域外来入侵物

种、主要入境口岸外来入侵物种 3 种类型入

侵物种普查，力争到 2023 年底，摸清我国外

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发生面

积、危害程度等情况。目前，普查工作正全

面铺开。

科学开展长效治理

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在我国 16 个省份

都曾被发现。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

抓住福寿螺越冬期、春秋产卵高峰期等关键

窗口，以农艺措施为基础，协同实施物理拦

截、化学灭除、生物防治等措施，开展科学

防控。

据统计，2021 年，全国海关截获有害生

物 59.08 万种次、检疫性有害生物 6.51 万种

次，首次检出致死粒线虫、铃兰短体线虫、北

美齿小蠹等危险性有害生物，有效防止红火

蚁、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

传入，退回、销毁不合格农产品 584 批。

虽然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但仍存在入侵风险大、防控治理

难、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于外来物种

入侵，仍需多方发力，加快织密防控网。

“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不仅

要抓好已入侵物种的治理，更

要将防线前移，严把外来物种引

入管理、国门口岸防控、国内调运检

疫三大关口，从源头遏制增长。”农业

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负责人说，一方面，要建

立稳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投入机制；另

一方面，要发挥好财政资金作用，推动出台

相关支持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加快培

育市场化服务主体，开展长效治理。

“科技是有效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有力手

段。”尚富德建议，加快建立一流的外来入侵物

种基础研究体系，针对重大技术难题开展多学

科联合攻关，结合科技前沿，建立全国外来物

种的种类鉴定、检疫体系、生理特性、入侵机制

和防治措施等一体化的入侵信息系统。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防控外来物

种入侵，要进一步强化生物多样性风险评

估，完善和规范种质资源引进程序；压实引

入单位主体责任，防范引入物种逃逸、扩散。

综合施策，织密防控网

多方协同 维护生态安全
本报记者 常 钦 杜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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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关于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工
作完成。

外来物种入侵，一方面
危及我国生态安全，另一方
面也给我国粮食安全和人民
生命健康带来威胁。为防控
外来物种入侵，我国采取健
全源头预防机制、加大科技
攻关力度、加强外来物种引
入管理等措施，以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

本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李卓尔）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

悉：今年以来，中国海警局持续强化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监管，集

中整治海洋资源环境突出问题，严厉打击整治非法采运海砂行

为。据统计，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全国海警机构共查获各类涉

砂案件 109 起，查获海砂 27 万余吨、船舶 98 艘，涉案人员 593 人。

近年来，随着我国基础建设快速发展，建设用砂需求量不断

增大。河砂资源紧缺、机制砂产量不足的当下，淡化海砂成为部

分地区建筑用砂市场的重要补充。中国海警局针对砂石供需矛

盾突出、盗采海砂易发多发情况，常态开展非法采砂综合打击整

治，加大管控力度，但仍有不法分子为了高额利润不惜铤而走

险。中国海警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严管导向，紧盯重点

区域、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坚持常态巡航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强

化监督检查，加强专案经营，严打犯罪链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使盗采海砂多发势头得到一定遏制。

今年前三月

全国海警机构查获涉砂案件109起

福寿螺、红火蚁、草地贪夜娥……这

些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环境安全造

成威胁，不容小觑。

防控外来物种入侵，保护我国生态环

境安全，谁都不是旁观者。目前，外来物

种 入 侵 途 径 主 要 包 括 自 然 入 侵 、无 意 引

进、有意引进三大类。这其中，无意引进

的占了很大一部分。

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和国际快递等

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外来物种入侵风险

明显增加，人为携带、国际物流等都成为

外来物种入侵的新渠道。个人或者团体

通过伪瞒报方式将禁止进境的活体动植

物引入国内等非法行为屡次发生，给我国

生态安全和农林牧渔生产安全带来极大

风险。特别是一些猎奇的宠物爱好者，通

过网络从国外购买国内没有自然分布的

新奇异宠。深圳海关就曾从进境旅客携

带物中截获活体安乐蜥。这些非法引入

的异宠未经生物安全风险评估，不仅可能

携带动植物疫病疫情，而且一旦逃逸或被

遗弃，由于没有天敌压制，极有可能破坏

生态系统。

在目前外来物种入侵渠道多样化的形

势下，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绝不是一个部门或

一个地方的事情，需要全社会携手共同参

与。对于普通人来说，在平时的工作、生活

中，遵守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非法携

带、寄递动植物及其产品等，都是我们需要

尽到的责任。

携手参与 共同防范
何宇澈

“一支圆珠笔，可以用多久？”女儿突

然抛给我一个问题。

我随口回答：“十天半个月吧。”“不

对不对，你说的是笔芯，我说的是笔套。”

女儿反驳，“笔芯可以换，笔套可以持续

使用。”我不禁尴尬，因为自己的书桌上，

那 10 多支用完的中性笔，徒留笔套摆放

在笔筒里。

笔者小时候，一支自动铅笔，可以用

到坏掉；一支圆珠笔用完，会去买各种颜

色的笔芯来换。如今，时代发展了，生活

节奏变快了，换笔芯这种小事情，似乎也

渐渐被忽略了。可如果把这数字变成数

十亿，小事情恐怕就会让人吓一跳。据

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人均消耗圆珠笔

可达到 3 支以上，这背后又有多大比例

的“一次性”使用率，可想而知。

回看自己身边，还有多少“圆珠笔”

这样的小事情，被我们渐渐忽略、习以为

常？书架上，再也不会看的书，正蒙上灰

尘；玩具盒里，孩子不碰的玩具，迟早要

被丢进垃圾桶；衣柜里，有了瑕疵的过季

衣物，被“束之高阁”……

小事情，其实不小，背后折射的，是低碳环保意识有待提升

等问题。一件件微小的“非环保”之举，如果形成规模效应，会造

成多大的浪费与污染？

小事情，改起来其实不难，只要增强意识、及时行动：可能只

是随手关灯、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可能只是与孩子将废弃物品

改装成科学实验用具的一点小童心，可能只是将衣物书籍捐赠

给贫困地区的一点小善意，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小创意。

一位朋友告诉我，过去会为储书空间发愁，后来他和朋友组

建了一个二手书的交流群，让一些和他有同样需求的人，将自己

不再阅读的二手书进行流通，大家还可以聚在一起分享读书体

会，一举多得。

的确，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的背后，也许就潜藏着巨大的市

场和潜力。这需要引导与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热情。

如此，才能发掘强大的需求，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比如，一些

二手书网站、二手电子产品买卖市场，都有效促进了物品的再循

环和利用。随着技术的发展，相信这样的市场会越来越广，潜力

也会越来越大。

聚沙成塔，小事不小。低碳生活，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

我们都是参与者、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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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活，从自己做
起、从点滴做起，我们都是
参与者、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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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 11 日从生态环

境部获悉：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面进入

下沉工作阶段。截至 4 月 10 日，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

信举报 7608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转办

5394 件；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2083 件，其中立案处罚

442 家，立案侦查 25 件，约谈党政领导干部 98 人，问责党政领

导干部 54 人。

第二轮第六批 5 个督察组于 3 月 23 日至 25 日陆续进驻河

北、江苏、内蒙古、西藏、新疆 5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

督察。在下沉工作阶段，各督察组根据前一阶段督察掌握的情

况和聚焦的问题线索，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现场，采取暗查

暗访和蹲点调查等方式开展工作，督察地市级党委政府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各督察组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核实了一批不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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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公开曝光 5 个

典型案例。

各督察组统筹做好经济平稳运行、民生保障、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推动解决群众反映

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转办督办，加强抽查核实，开展实地

回访并面对面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督促被督察对象精准科学依

法推进边督边改，以解决具体生态环境问题来回应社会关切，以

整改实际成效来取信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有关省份和兵团高度重视督察整改工作，积极推进边督边

改。主要领导同志通过提出明确要求、现场调研督办、召开专题

会议推进等方式，大力推动督察整改工作。经过督察双方共同

努力，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一批整改不到位

甚至污染反弹的问题得到查处；一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及

时纠正。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全面进入下沉工作阶段

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举报7608件

■美丽中国R

春日里，河南省洛阳市周山森林公园绿树葱郁。

周山森林公园是洛阳的“城市绿肺”。在这里，依山而建的生态步道、自然与人文融合的休闲广场，成为市民游

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近年来，洛阳市持续完善城市森林公园功能布局，推进复合型生态廊道建设和山地生态修

复，仅 2021 年便实施造林 32.6 万亩，目前森林覆盖率达 45.8%。

黄政伟摄（影像中国）

城市绿肺

■快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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