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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农业农

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近日联

合发布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将于今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出台的背景

是什么？有哪些重点举措？如何确保落实到位？

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全面
提升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水平

近年来，随着我国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日益

频繁，外来入侵物种扩散途径更加多样化、隐蔽

化，多数入侵物种可在我国找到适宜生存环境，一

旦定殖，彻底根除难度大，严重影响入侵地生态环

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是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

重要举措。”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2020 年 10 月 17 日公布、2021 年 4 月 15 日起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就有相关明确

规定。此次，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

境部、海关总署，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立法情况，

深入开展专家研讨和实地调研，广泛听取有关部

门、行业专家和社会公众意见，在前面基础上研究

制定了《办法》。

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殖并对生态系统、

生境、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影响我国生态环

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

外来物种。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办法》坚持风险预防、源头管控、综合治理、协

同配合、公众参与，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

立健全管理制度，强化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全面

提升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水平：

——加强全链条监管。《办法》对外来入侵物种源头预防、监测预警、治理修复

等方面作出规定，从各个环节进一步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构建全链条防控

体系。

——明确职责分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

调机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治负责，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开展防控工作。

——引导公众参与。加强宣传教育与科学普及，鼓励引导公众依法参与防控

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加强全链条监管，对外来入侵物种发生区域
进行治理修复

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此次出台的《办法》主要以哪些方面的工

作为重点和抓手？

“首先是做好源头预防。”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办法》对加

强源头预防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规范引种管理。因品种培育等特殊需要从境外

引进农作物和林草种子苗木、水产苗种等外来物种的，应当依据审批权限办理进口

审批与检疫审批。属于首次引进的，引进单位应当进行风险分析，并向审批部门提

交风险评估报告。二是强化口岸防控。海关应当加强口岸防控，对非法引进、携

带、寄递、走私外来物种等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对发现的外来入侵物种依法进行处

置。三是加强境内检疫。县级以上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加强境内跨区域

调运农作物和林草种子苗木、植物产品、水产苗种等检疫监管，防止外来入侵物种

扩散传播。

为及时掌握外来入侵物种状况，《办法》要求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在开展调

查监测方面，要求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和监测制度，每十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国普

查，构建全国外来入侵物种监测网络，开展常态化监测。在发布预警预报方面，省

级以上农业农村、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和海关需加强监测信息共享，分析研判外来

入侵物种发生、扩散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指导开展防控。在规范信息发布方

面，全国外来入侵物种总体情况由农业农村部商有关部门统一发布，相关领域外来

入侵物种发生情况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按职责权限发布，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商

有关部门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情况。

同时，《办法》要求进一步推进治理修复。《办法》规定，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应按照职责分工研究制订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策略措

施，各地结合实际制订防控治理方案，落实防控措施。对外来入侵植物的治理，可

根据实际情况在其苗期、开花期或结实期等生长关键时期，采取人工拔除、机械铲

除、喷施绿色药剂、释放生物天敌等措施。对外来入侵病虫害的治理，应当采取选

用抗病虫品种、种苗预处理、物理清除、化学灭除、生物防治等措施，有效阻止病虫

害扩散蔓延。对外来入侵水生动物的治理，应采取针对性捕捞等措施，防止其进一

步扩散危害。此外，《办法》要求因地制宜采取种植乡土植物、放流本地种等措施，

对外来入侵物种发生区域进行生态系统恢复。

加强科普宣传，分类别、分物种制定防控指南

“《办法》出台后，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办法》宣传贯彻和组

织实施，确保《办法》中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实到位。”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

据介绍，相关部门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做好《办法》宣传解读。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组织对各级管理人员开展培训，做好《办法》条款解读，提高

依法监督管理能力。制作发放通俗易懂的科普宣传材料，提升公众防控意识。二

是推进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在农田、渔业水域、森林、草原、湿地、主要入境口岸等

区域，加快实施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摸清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

危害程度等情况。三是加强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分类别、分物种制定防控指南，明

确防控关键时期、重点区域和主要措施，加强对治理工作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

采取综合措施，有效治理外来入侵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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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事关国
家粮食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
全。近年来，随着我国商品贸易
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
物种扩散途径更加多样化、隐蔽
化，需进一步加强防控和治理。

近日，《外来入侵物种管理
办法》发布，对新形势下的相关
重点工作进行了系统规划和
安排。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6月 19日电 （记者寇江

泽）生态环境部日前通报今年前 5 月全

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全国 339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 为 85.1% ，同 比 上 升 0.5 个 百 分 点 ；

PM2.5 平均浓度为 35 微克/立方米，同

比 下 降 5.4% ；PM10 平 均 浓 度 为 59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2%。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6.8%，同比上升 3.5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51 微克/立方

米 ，同 比 下 降 3.8% ；臭 氧 平 均 浓 度 为

16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2.5%。北

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81.5%，同比上升

13.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3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28.3%；臭氧平均浓

度 为 16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28.3%。

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80.8%，同比下降 7.0 个百分

点；PM2.5 浓度为 38 微克/立方米，同

比 上 升 5.6% ；臭 氧 平 均 浓 度 为 156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3.9%。汾渭平

原 11 个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61.8%，同比下降 4.5 个百分点；PM2.5
浓 度 为 56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7.7%；臭氧平均浓度为 151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 12.7%。

168 个重点城市中，海口、拉萨、舟

山市等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咸阳、西安、乌鲁木齐市等 20 个城市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

今年前5月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上升
本报北京 6 月 19 日电 （记 者刘

毅）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

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减污降碳

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重点区

域和重点领域结构优化调整和绿色低

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减污降碳协同

度有效提升；到 2030 年，减污降碳协同

能力显著提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碳达峰与空气质量改善协同推进取得

显著成效，水、土壤、固体废物等污染防

治领域协同治理水平显著提高。

《方案》统筹大气、水、土壤、固废与

温室气体等多领域减排要求，将减污和

降碳的目标有机衔接。坚持突出协同增

效、强化源头防控、优化技术路径、注重

机制创新、鼓励先行先试的工作原则，在

加强源头防控、突出重点领域、优化环境

治理等 6个主要方面提出重要任务举措。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

略任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新发

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必然选择。《方案》是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进一

步优化生态环境治理、形成减污降碳协

同推进工作格局、助力建设美丽中国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7部门联合印发方案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

19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暴 雨 黄 色 预 警 ，预 计 19 日 夜 间 到 21
日，长江中下游沿江附近、江南、华南

及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

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

19 日午后，内蒙古中西部、陕西中

部、山西、河北西北部和南部、河南、山

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 35℃ 以上

高 温 天 气 ，其 中 部 分 地 区 达 到 38—

39℃ 。中国气象局已于 18 日启动高温

四级应急响应。19 日 18 时，中央气象

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国家防总继续维
持防汛三级应急响
应，水利部、中国气象
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
灾害气象预警

国家防总 19 日继续维持防汛三级

应急响应，已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在

广东、广西指导协助地方开展防汛抗

洪工作。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派

出的工作组正在江西、福建指导协助

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等救灾救助工

作。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日前向广西调拨帐篷、夏凉被、

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

已于 18 日晚调拨出库，正紧急运往相

关受灾地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19 日 18 时

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

计 19 日 20 时至 20 日 20 时，浙江西部、

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

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江西

东 北 部 局 地 发 生 山 洪 灾 害 可 能 性 很

大，为红色预警。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近期降雨

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广西梧州站

19 日 8 时水位涨至 20.95 米，超过警戒

水位 2.45 米，相应流量 3.45 万立方米

每秒；珠江流域北江干流广东石角站

19 日 12 时 流 量 涨 至 1.2 万 立 方 米

每秒。

针对珠江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

水，水利部维持广东、广西两省区水旱

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19 日继续发

布洪水黄色预警。水利部将进一步安

排 部 署 珠 江 流 域 洪 水 调 度 和 防 御 工

作，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科学调度

运用水工程，有效减轻西江梧州段等

重点河段的洪水防御压力，强化强降

雨区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

山洪灾害防御，做好预警发布、险情巡

查抢护和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

南方多地多部门
全力应对防汛救灾
工作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办获悉：19 日，

南平光泽、武夷山、建阳、松溪等地有

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 小时雨

量 40—70 毫米，局部可达 120 毫米，最

大小时雨量 60 毫米。19 日，福建省防

指维持防暴雨Ⅲ级应急响应。

记 者 从 江 西 省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

了 解 到 ，鉴 于 当 前 防 汛 形 势 ，江 西 省

防指决定自 19 日 14 时起将防汛Ⅳ级

应 急 响 应 提 升 至Ⅲ级 应 急 响 应 。 针

对此轮降雨过程，江西省应急管理厅

滚动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并要求降雨

量较大县区加强防范，切实做好应急

准 备 、人 员 提 前 转 移 和 灾 情 报 送

工作。

近期，广东省强降雨频繁。18 日

傍晚到 19 日白天，清远、韶关出现暴雨

到大暴雨，肇庆、佛山等地部分地区出

现暴雨。截至 19 日 17 时，广东全省仍

有 2 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12 个暴雨

黄色预警信号以及 10 个雷雨大风黄色

预警信号在生效中。

19 日 1 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

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据水文

部门检测，桂江、湘江等 21 条河流将出

现超警洪水。据统计，1 日至 15 日，广

西梧州市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230 毫米，

较历年同期偏多七成。广西防汛办全

力做好抗洪救灾工作，调拨围井围板、

吸水膨胀麻袋、橡皮艇等 14 批物资，分

配给各市应急局及时前置到最需要的

地方。

18 日，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要求

强降雨区域内有关市（州）、县（市、区）

立即按照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要求，全

面进入应急状态，迅速组织落实落细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山洪灾害

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坡临崖临

水村寨、水库水电站等重点区域的巡

查防守，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北方多地出现高
温天气，本轮高温天
气持续时间长、强度
大、影响范围广

近 日 ，河 北 省 连 续 出 现 高 温 天

气。河北省气象台数据显示，16—18
日，张家口西南部、石家庄中南部、沧

州及其以南地区，总计 66 个县（市、区）

出现 35℃ 以上高温天气。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气候中心获

悉：15—18 日，内蒙古中西部出现区域

性高温过程，全区 43 个国家级地面气

象站受过程影响出现 35℃ 以上高温天

气，目前高温过程持续天数在 1—4 天

之间，过程极端日最高气温在 35.2—

41.8℃ 之间。内蒙古自治区防汛抗旱

指挥部要求，要千方百计保障人畜生

活生产用水，引导牧民提前谋划调运

饲 草 料 ，发 挥 水 利 工 程 在 抗 旱 中 的

作用。

山东省气象台于 19 日 17 时发布

高温橙色预警，预计 20—22 日，山东省

将 持 续 出 现 大 范 围 37℃ 以 上 高 温 天

气。为此，山东省要求科学做好防暑

降温工作，合理安排室外作业时间，对

容易受到高温影响的工作场所、工作

岗位严密排查，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消

除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性

中暑事件。

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局获悉：19 日，

河南省淮河以北大部县市出现 35℃ 以

上高温天气，其中北部和中东部大部

县市最高气温 37—39℃ ，全省最高气

温为鹤壁市淇滨区的 39.7℃ 。针对本

轮高温，14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气象灾

害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和河南

省 气 象 局 分 别 启 动 高 温 四 级 应 急 响

应，并于 18 日将高温应急响应提升为

三级。此外，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农业

农 村 厅 发 布 农 业 干 旱 灾 害 高 风 险

预警。

15 日以来，宁夏多地相继发布高

温预警。据气象部门预报，15—19 日，

银川、石嘴山两市全市，吴忠、中卫两

市中北部有 35℃ 及以上高温天气。

国家级首席预报员、中央气象台

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方翀表示，本轮高

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影响范围

广 。 由 于 暖 脊 长 期 控 制 我 国 北 方 地

区，加上冷空气不活跃，共同造就了持

续高温天气。22 日起，暖脊开始消失，

中层气流扁平且带有浅槽，利于携带

弱冷空气进入，让华北黄淮高温得到

一定程度缓解。

中央气象台预计，20—21 日，山西

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及苏皖北

部以及内蒙古西部、陕西等地将出现

持 续 高 温 天 气 ，日 最 高 气 温 有 35—

38℃ ，局部地区可达 40℃ 左右。气象

专家提示，高温天气持续，公众需注意

用电安全，减少室外活动时长，在外做

好防暑降温措施。高温天气造成旱情

严 重 的 地 区 要 及 时 调 配 水 源 灌 溉 农

作物。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王浩、邱

超奕、朱佩娴、程焕、张枨、李刚、张腾

扬、庞革平、李纵、祝佳祺、秦瑞杰、王

崟欣、杨颜菲、周欢、李蕊报道）

下图：18 日，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

自治县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落久水

利枢纽开闸泄洪。

黎寒池摄（影像中国）

南方多地持续强降水，北方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

全力以赴 防汛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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