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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

电 （记者张天培）公安部

8 日 发 布 最 新 数 据 ，截 至

11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

量达 4.15 亿辆，其中汽车

保有量达到 3.18 亿辆；机

动车驾驶人数量超过 5 亿

人，其中汽车驾驶人达到

4.63 亿人。

自 2014 年以来，驾驶

人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年

均增加 2500 万人。目前，

我国驾驶人数量占成年人

数量近 50%，每 2 个成年人

中 即 有 1 人 持 有 驾 驶 证 。

3 年以内驾龄的驾驶人达

1.03 亿人，占比 20.6%；25
岁 以 下 低 年 龄 驾 驶 人 达

5448 万人，占比 10.9%，大

学生成为学车领证的重要

群体。机动车和驾驶人增

长重心逐步由东部向中西

部地区、由城市向农村转

移。10 年间，东、中、西部

地区驾驶人增速分别为 9.7%、10.3%、11.9%。

在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猛增的情况下，全

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较大道路交

通事故起数下降 59.3%，重特大道路交通事

故起数下降 84%。130 多项便民利企交管改

革措施接续推出、稳妥落地。驾驶人安全文

明素养不断提升，“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观念深入人心，礼让斑马线、“一盔一带”成为

交通新风尚。

我
国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总
量
超
五
亿

礼
让
斑
马
线
、﹃
一
盔
一
带
﹄
成
交
通
新
风
尚

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

进人类可持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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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

出席在云南昆明举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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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强调。

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开启人类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 4 点主张，郑重宣布中国正

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等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务实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积极作为和

历史担当。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第 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5）第一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为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注入强大政治推动力。

继 COP15 第 一 阶 段 会 议 在 昆 明 成 功 举 办

后，第二阶段会议已于 12 月 7 日在《生物多样性

公约》秘书处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中国

继续作为主席国，领导大会实质性和政治性事

务，“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题和

会标等大会主要元素保持不变。世界关注建设

生态文明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期待

第二阶段会议制定并通过“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

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抓生态文明建设，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

四川卧龙，层林尽染。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卧龙核桃坪基地的半野化场地内，大熊

猫“ 博 斯 ”正 啃 着 竹 子 ，熊 猫 幼 崽 在 草 丛 中 安

睡。“博斯”今年 6 月诞下一对幼崽，其中雌性幼

崽成为野化培训对象，和“博斯”一起住在野化

培训圈舍内。

“我们一直在努力将圈养大熊猫最终放归到

野外，复壮野生种群。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的重要内容。”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首席科

学家张和民说。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体 系 建 设 ，设 立 大 熊 猫 、三 江 源

等首批 5 个国家公园，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达

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北京、广州

国家植物园揭牌，开启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的序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抓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行一系列保护措施，取

得显著成效，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COP15
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

完善法律法规。近 10 年来，我国制修订了森

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生物安全法等 20
多部法律法规，生态保护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力。

明确目标举措。我国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

见》，发布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11—2030 年）》及 22 个地方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划定保护红线。我国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和

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环境部协同自然资

源部指导 31 个省份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

过 30%，覆盖了重要生态区域。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

危”，雪豹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等地频繁现身，云

南大象北上南归、自在“旅行”，长江江豚等珍稀

水生生物物种初步恢复……新时代这十年，我

国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得到系统性完善，生物多样性保

护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

主流化不断迈出新步伐，有效保护了 90%的陆

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种群。

坚定不移地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坚定不移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

显著成效。

保护生态，让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湖南省石门县境内的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眼下正是冬候鸟来这里过冬的时节。在江

坪河乡，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康祖杰在望远镜里

又发现了熟悉的身影——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中华秋沙鸭，“我们已经连续 14 年监测到这一

珍稀物种，最多的一年记录到 47 只。”

壶瓶山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物种基因库”。

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打卡”。依托“湖南屋脊”的生态优势，当

地擦亮“生态壶瓶”金字招牌，形成了有机茶、林

下经济等支柱产业，仅茶叶年产值就达到 9800 多

万元。

绿色发展，探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协调发展路径。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山间，绿树成荫，

蜜蜂飞舞。“现在依靠‘林药蜂’，每年收入可以达

到 10 万多元。”初冬时节，药材刚收，单天麻一项

就卖了 6 万多元，长乐坪镇桥坪村村民尹城祥喜

上眉梢。他在田里栽种厚朴等经济林木、蜜源植

物，林下套种草本中药材，田间地头养蜂，这碗

“生态饭”越吃越滋润。

五峰县地处武陵山区，曾是深度贫困地区。

2016 年以来，五峰设立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物种——中华蜜蜂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探索推进

“林药蜂”生态发展模式。现在，全县养殖中华蜜

蜂达 11 万群，带动 2000 多户农民增收。

科技赋能，在合理利用中实现有效保护。

兰科植物观赏和药用价值高，一度面临过度

采挖的威胁。不少兰科植物被列入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张石宝

历经 10 余年科研攻关，攻克独蒜兰种苗繁育及人

工栽培难题，成功实现规模化人工种植，带动了

群众增收致富。“人工栽培技术的突破，有助于对

兰科植物在利用中实现保护。今年，人工栽培的

独蒜兰丰收，产量超过 40 吨，产值超过 2000 万

元。”张石宝说。

生 态 环 境 部 自 然 生 态 保 护 司 司 长 崔 书 红

介绍，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及 其 议 定 书 ，“ 爱 知 目 标 ”（2020 年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目 标）中 的 设 立 陆 地 自 然 保 护 区 、恢 复 和

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

力和碳储量等 3 项目标超额完成，生物多样性

主 流 化 、可 持 续 管 理 农 林 渔 业 、可 持 续 生 产 和

消费等 13 项目标取得良好进展，总体好于全球

平均水平。

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

令人备受鼓舞，感谢中方在领导和指引‘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方面所做的努力。”《生物多样性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表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经验值得学习推广。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中国不仅致力

于保护本国生态环境，而且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

发，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为推进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中国力量，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从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

预算的最大捐助国，有力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运作和执行，到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

持发展中国家生态保护事业；从向津巴布韦、肯

尼亚、赞比亚等国提供野生动物保护物资，到与

蒙古国、老挝、越南等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

地和生态廊道……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

中，中国是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认为，一个强

有力的、中国深度参与其中的多边体系，是扭转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的关键。

“我们期待，COP15 第二阶段会议能够顺利

通过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2020 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崔书红说，“框架”是为 2030 年

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锚定方向的总体性、原

则性纲领文件，将总结以往生物多样性全球目

标制定和执行的经验，凝聚各缔约方和利益攸

关方合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新的政

治引领。

为了推动“框架”的谈判和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进程，中方作为主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发挥

领导力和协调作用。自 COP15 第一阶段会议以

来，中方已经组织召开了 40 次主席团会议，为相

关 会 议 筹 备 和 谈 判 进 程 提 供 组 织 安 排 和 指 导

意见。

崔书红说：“我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和通力

配合下，定能将此次会议办成一届圆满成功、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缔约方大会，推动开启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宋豪新、王云娜、范昊天参与采写）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本报记者 刘 毅 张远南 杨文明 寇江泽

本报泉州 12月 8日电 （记者施钰）福建

泉州晋江市加大消防安全投入，推动消防安

全工作从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型，构建起

覆盖城乡的消防队伍体系，护航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晋江市组建了市镇两级消防安

全委员会和综合执法专班，协同联动执法。

同时，在镇街实体化运行消防工作站，设立专

职防火队，并将部分消防行政处罚权赋予镇

街，实行“镇街吹哨、部门集合”的“消地融合”

模式。

截至目前，晋江已在全市建成 6 个消防

救援站、10 支镇级专职消防队、392 个村（社

区）微型消防站，并以镇级财政为主、市级财

政补贴的方式购置了 392 辆微型消防车，做

到全市所有村（社区）“村村有微站、站站有器

材、站站有消防车”。

福建晋江加强消防安全体系建设

综合综合 1414 2022年 12月 9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