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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晖不会忘记第一次来到武夷山时那满

目的绿意和空气中醉人的栀子花香。

他是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2011 年被任命为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武夷山生物多样性野外定位科学观测工作负

责人，从此与武夷山结缘。

10 多年来，武夷山成了丁晖工作的“主

阵地”，他和同事们也见证了武夷山生物多

样 性 定 位 观 测 网 络 从 建 立 到 完 善 的 一 点

一滴。

建 设 大 样 地 、观 测 研 究
站——

“就这样参与了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开 展 野 外 定 位 观 测 ，样 地 的 建 设 是 基

础。2011 年，南京环科所联合南京林业大学、

福建省武夷山生物研究所，在武夷山建立了

两个样地。

2013 年，该团队又在其中一个样地的基

础上开展 9.6 公顷的大样地建设。历时两个

月，团队对大样地范围内的 6 万多棵树逐一标

记、定位、识别、检尺，完成了植物群落的全面

调查。

在以植物为主的调查之外，该团队还对

大样地内的森林水文、气象、土壤、兽类、鸟

类、昆虫等开展了综合性研究，后来这里便叫

做四新综合观测场。

“ 样 地 是 野 外 科 学 观 测 研 究 的 基 础 设

施。森林大样地是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综

合性平台，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观察森林群

落特征和植物功能性状的长期变化，还可以

探究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及变化效应。”丁晖

介绍。

样地由少到多，观测基础设施也在不断丰

富，丁晖开始思考——将样地等观测基础设施

进行整合，建设武夷山观测站，可以更全面持久

地开展武夷山生物多样性野外定位科学观测。

2017 年，生态环境部启动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大工程，并开展国家环境保护科学观测

研究站建设。在单位的支持下，丁晖提交申

请，武夷山观测站很快获批。

此后，在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大工程的支持下，国家环境保护武夷山生态

环境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建设顺利实施。“就这

样参与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丁晖觉

得很荣幸。

2021 年，国家环境保护武夷山生态环境

科学观测研究站通过生态环境部验收，目前

已建成覆盖武夷山国家公园全域、辐射武夷

山周边的生物多样性定位观测网络。

开展武夷山国家公园生
物资源本底调查——

“谈保护，摸清家底是前提”

摊开中国地形图，东南一角，武夷山脉巍

峨耸立。张惠光指向地图说：“地球同纬度的

很多地方都是荒漠，武夷山却罕见地保留着

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

森林生态系统。”

张惠光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科研监

测中心主任。生物多样性丰富是武夷山国家

公园的典型特点。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

保护工作持续推进，如何更好保护国家公园

生物多样性，一直是张惠光的心头大事。

“谈保护，摸清家底是前提。”张惠光说。

早在 1979 年，福建就启动了为期 10 年的武夷

山大规模科考行动，发现了一批新科、新属、

新种，首次摸清了武夷山生物资源的家底。

“按照科学调查的周期，通常每 10 年需

要开展一次。距离当时的‘十年科考’已过

去 30 多年，再次摸清家底已十分迫切。”张惠

光说。

在开展武夷山生物多样性野外定位科学

观测期间，丁晖和同事就对武夷山生物多样

性十分着迷，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2021 年 4 月，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组

织启动为期 3 年的生物资源本底调查，技术支

撑和具体实施就由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

研究所负责。

今年，武夷山国家公园陆续公布生物资源

本底调查阶段性成效。开展生物资源本底调

查以来，目前已有武夷山卷柏、璞云舟蛾等 12
个 新 种 被 发 表 ，并 且 这 个 数 字 还 在 不 断 地

刷新。

“生物资源本底调查是我们重大工程观

测站工作的一项延伸。”丁晖介绍，“无论是建

样地、观测站还是开展生物资源本底调查，都

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其作用

在于通过实打实的调查数据，呈现出生物物

种的分布规律和动态变化，从而为制定保护

决策提供依据。”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继续下去——

“生物多样性，我们共同
守护”

苔深林密，山间下着小雨。早上 8 点，调

查队员 3 人一组，带上设备出发了。3 人分工

明确，一人挂上金属牌，负责树木标记；一人

识别树种、测量树高、胸径等基础数据；一人

负责记录。毛锥、木荷、赤楠……时间一点点

过去，记录本上，物种的名字越来越多。

丁晖喜欢这样的时刻。2011 年，在开展

武夷山生物多样性野外定位科学观测之前，

他从未到过武夷山。前几年，从南京到武夷

山，绿皮车中午出发，次日凌晨 4 点多到达，现

在高铁车程缩短为近 4 个小时。承担武夷山

项目后，丁晖成了往返于这条线路上的常客。

在野外，亲手获得的观测数据使他感觉

踏实、兴奋。兴奋之余，是辛劳与汗水。野外

定位观测，白天的时间最是宝贵。早饭后出

发，背上干粮和水，直到天黑才返回。结束一

天的调查，晚上回到住处后，要整理当天的数

据、准备第二天的物资、交流一天的收获……

这些工作都做完，已经是夜里 11 点以后。

就这样，团队对面积为 9.6 公顷的大样地

进 行 了 两 次 全 面 的 综 合 调 查 。 丁 晖 记 得 ，

2013 年大样地建设期间，他们刚到武夷山时，

还穿着短袖。等到当年 12 月的调查结束，样

地下的那片茶园已经布满白霜。

“起初不知道这项工作会做多久，能否持

续下去。可现在，至少在我退休前，我会将武

夷山生物多样性野外定位科学观测坚持做下

去。”丁晖说，“生物多样性，我们共同守护。”

开展样地建设、建立观测站、进行生物资

源本底调查……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以来，

前后已有数百名科研人员、老师、学生等参与

国家环境保护武夷山生态环境科学观测研究

站这一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其中一些

调查队员如今已经成为学校教授、研究员等

科研骨干，继续在不同领域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贡献力量。

建设科学观测样地、开展生物资源本底调查

探寻武夷山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王崟欣

本报太原 12 月 6 日电 （记 者郑洋

洋）近 日 ，山 西 省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印 发《推

进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山西将完成天然林修复任

务 75 万亩，实现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更加

牢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等目标。

方案提出 4 点重要内容：一是科学开

展国土绿化。大力实施林草生态保护工

程，全面提高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有效

提升森林质量。二是预防土地沙化。科

学 推 进 防 沙 治 沙 ，坚 持 工 程 、生 物 、保 护

措 施 结 合 。 到 2025 年 ，完 成 沙 化 土 地 综

合治理 3.11 万公顷。三是稳步推进城乡

增 绿 。 加 快 森 林 城 市 创 建 步 伐 ，不 断 提

高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营 造 绿 色 安 全 的 生

产空间、健康宜居的生活空间、优美完备

的 生 态 空 间 。 持 续 改 善 乡 村 人 居 环 境 ，

建 设 生 态 宜 居 美 丽 乡 村 ，积 极 开 展 森 林

乡 村 建 设 ，大 力 保 护 乡 村 生 态 资 源 。 四

是大力保护生态多样性。开展黄河流域

陆 域 生 物 多 样 性 本 底 调 查 与 评 估 ，全 面

掌握生物多样性程度和濒危物种种群生

存 状 况 。 以 自 然 保 护 地 体 系 建 设 为 依

托 ，加 强 野 生 动 植 物 栖 息 地（生 境）保 护

和 修 复 ，积 极 推 进 极 度 濒 危 物 种 专 项 拯

救等。

山西推进黄河生态保护
计划到 2025年修复天

然林75万亩

核心阅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
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
持续性。实施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大工程。

武夷山拥有世界同纬度
保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
大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
键地区。

近年来，在生态环境部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项
目支持下，生态环境部南京环
境科学研究所联合南京林业
大学、福建省武夷山生物研究
所等单位持续开展武夷山生
物多样性定位观测，开展武夷
山国家公园生物资源本底调
查，为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
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丽中国R

11 月底，随着最后一相导线牵引到位，南

方电网贵州送变电公司承建的奢香至鸭溪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部分）一标段顺利

贯通，为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推动

贵州清洁能源发展、打通贵州北部能源送出

通道和西电东送北通道打下了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今 天 的 贵 州 ，正 主 动 抢 抓 新 能 源 发 展

风口。

贵州威宁，在海拔 2200 多米的高坡上，一

排 排 光 伏 板 栉 比 相 连 ，在 阳 光 下 闪 着 银 色

光芒。

这 是 威 宁 能 源 公 司 仙 水 窝 农 业 光 伏 电

站，总投资约 15 亿元，装机容量 344.75 兆瓦，

年发电量超 3.76 亿千瓦时。

“光伏发电除了节能减排，还可以探索

‘新能源+’的发展模式，合理利用荒地，提高

综合效益。”仙水窝农业光伏电站站长毕凯

介绍，威宁纬度低、海拔高，年平均日照 1812
小时，远高于全省太阳总辐射量平均值，很

适合发展以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

2011 年，赫章韭菜坪风电场一期并网发

电，贵州新能源发展大幕就此拉开；2015 年，

威宁平箐光伏电站建成发电，贵州新能源产

业迎来快速发展。

截至今年 11 月底，贵州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发电装机达到 1986.94 万千瓦，占全省总装

机的 25.45%，能源结构日趋合理，多能互补优

势明显。

要建好，更要用好。完全消纳新能源，

解 决 弃 风 弃 光 弃 水 问 题 ，畅 通 输 送 通 道 是

关键。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谋划了‘三横

两 联 一 中 心 ’500 千 伏 骨 干 网 架 ，陆 续 建 成

500 千伏奢香至鸭溪、兴仁至独山输电线路

等 一 批 输 变 电 工 程 ，保 障 了 西 部 新 能 源 资

源富集地区富余电力送出。”南方电网贵州

电 网 公 司 战 略 规 划 部 总 经 理 刘 振 铭 表 示 ，

当 地 通 过 全 力 打 通“ 堵 点 ”，畅 通 并 网“ 通

道 ”，支 持 新 能 源 接 入 并 网 ，助 力 贵 州 新 能

源发展。

截 至 目 前 ，贵 州 统 调 新 能 源 电 量 达 到

21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7%。

“贵州电网公司出台服务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实施方案，计划到 2025 年，推动新能

源新增装机 2360 万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占

比提升至 55%以上。”刘振铭表示，贵州电网

将高质量开展新能源发展规划，新能源并网

服务提速提质，坚决做到“应并尽并、能并快

并、随到随审”，支撑贵州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快速发展。

抢抓发展风口，畅通输送通道

贵州新能源发电量持续增长
本报记者 汪志球 苏 滨

本版责编：程 晨 张文豪 何宇澈

本报北京 12 月 6 日电 （记者

倪弋）12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报告和

15 个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报告指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高度

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人民法院深

入贯彻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

略，坚持公正司法、守正创新，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物多样

性，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

物多样性司法保护道路，形成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司法实践。

报告显示，2013 年以来，各级人

民法院共审结涉生物多样性保护一

审案件 18.2 万件，涉及中华鲟、藏羚

羊、红豆杉等中国典型、独有野生物

种和穿山甲、噬人鲨、珊瑚等全球珍

稀、濒危物种，保护要素涵盖野生动

植物及其生存环境、渔业及林业资

源、动植物检验检疫、植物新品种等

不同类型。最高法及时发布或更新

涉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领域司法解释，

明确危害生物多样性犯罪新形态打

击路径。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

击危害陆生生物物种违法犯罪行为，

明确细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认定

规则，司法守护野生动植物群落安

全。从禁渔期、禁渔区、禁用工具或

方法等不同角度出发，打击非法捕捞

水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保护水生生物物种安全。

与此同时，最高法出台司法政策文件 15 部，制定《关于

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司法解释 21 部，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资源专题指

导性案例 26 件、典型案例 26 批 280 件，丰富绿色裁判规则，

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导向。

在提升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能力水平方面，最高法指

导各级人民法院结合特殊生态区域保护需求，扎实推进以

生态系统或生态功能区为管辖单位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

专门审判机构建设，全国法院累计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

机构或组织 2426 个。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三合一”归口审理，建立以流域、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及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跨行政区划

集中管辖机制，打造掌握多领域专业知识的审判队伍，覆盖

四级法院的专门审判体系不断强化，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建

成覆盖全国各层级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体系的国家。

在推动完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规则方面，最高

法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功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起草

并推动通过《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系统应对生物

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生态环境三大危

机，提出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原则、损害担责原则“三大法治原

则”，为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内的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司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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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6日电 （记者潘俊强）记者从北京市石

景山区获悉：近年来，该区绿色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四年

来，全区共新建和改造大型城市公园 25 座、社区公园、口袋

公园与小微绿地 54 处，新增和改造提升绿地总面积近 400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4.16 平方米，全区城市绿化覆盖

率达到 53.8%，全区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9.32%。

据介绍，为进一步营造宜业的工作环境和宜居的生活

环境，石景山区持续加强花园式单位与花园式社区建设，提

升单位与社区的景观质量，推动“出门见绿，开窗见景”成效

显著，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城市绿化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结合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体育生活化社区建设、社区绿

植补种增绿等便民工程，石景山区完成老旧居住区增绿建

设，共计实现 12.15 公顷的老旧小区绿化改造，实施“社区绿

植补种增绿”便民工程项目 12 处。石景山区还大力推进

“乡土植物进社区”活动，为辖区 9 个街道 40 余个社区提供

月季、萱草、马蔺等乡土植物，动员社区群众积极参与栽植

和抚育管护劳动，为社区绿化建设贡献力量。

北京石景山推动绿色生态建设
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超99%

本报北京 12月 6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日前从生态

环境部获悉：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30 年成效显著，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约

50.4 万吨，在保护臭氧层的同时为减缓气候变化带来了巨大

惠益。

1989 年，国际社会缔结《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在各缔约方和国际社

会的共同努力下，议定书成功淘汰了超过 99%的 ODS，实

现了巨大的环境和健康效益。1991 年，我国政府加入议定

书，切实履行了议定书规定的各项国际义务，兑现了履约承

诺，先后实现了全氯氟烃、哈龙、四氯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

溴五大类 ODS 受控用途的全面淘汰。目前，我国正在淘汰

最后一类 ODS 含氢氯氟烃。

生态环境部根据议定书履约机制，从我国国情和相关

产业实际出发，一方面坚决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负责任

大国形象；另一方面努力推进相关产业转型升级，继续保持

优势行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通过创立行业整体淘汰机制、强化政策与标准引导、加

强替代品研发与应用，我国多措并举开展履约淘汰活动。

30 年来累计利用议定书多边基金赠款 14.63 亿美元，成功

执行了 32 个行业整体淘汰计划，实施淘汰项目 400 多个，关

闭涉 ODS 生产线 100 多条，支持上千家企业完成替代技术

改造，有效减少了 ODS 的生产和使用，并推动我国相关行

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替代技术。

研究报告显示，过去 30 年我国在淘汰 ODS 过程中累

计避免约 2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

2021 年我国碳排放总量的 2 倍多，减排成果显著。

30年来

我国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约50.4万吨

12 月 6 日，位于湖南省的桂东三台山省级森林公园，晨雾、郁郁葱葱

的森林、护林公路等构成一幅和谐图景。

邓仁湘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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