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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虽 然 生 长 在 不
同区域，但当不同物
种面临相同或相近
的选择压力时，便演
化出了相同或相近
的形态性状、次生代
谢产物等特征，容易
产生“同名异物”的
现象

核心阅读

去年 6月，我国如期实现
了全面建立林长制的目标，构
建起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
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
的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长
效机制。日前，2022年林长制
激励结果公布，记者探访林长
制先进典型地区，解码林长制
推行的做法、成效和意义。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丁香，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木本

观赏芳香植物，性喜冷凉，耐寒耐旱，

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西南地区也有

分布。在我国海南和广东等地，也有

一种“丁香”，常常出现在超市货架上，

被人们用作烹饪调料，此丁香性喜热

带海洋性的湿热气候，在西南太平洋

和印度洋地区被广泛栽培。

南丁香北丁香，其实是不同的物

种，而且亲缘关系较远。北丁香属于

木犀科丁香属，而南丁香又叫丁子香，

属于桃金娘科蒲桃属。

一南一北，习性迥异的物种，为何

都被称作“丁香”呢？因为它们的花冠

宛如“小钉”，管状中空，且花香馥郁，

也就是说，存在相似的形态性状。

不同物种为何会形成相同或相似

的形态性状？这是因为，虽然生长在

不同区域，但当它们面临相同或相近

的选择压力时，便演化出了相同或相

近的形态性状、次生代谢产物等特征，这也被称为“趋同

进化”。比如，我们熟悉的多肉植物，它们可以是不同物

种甚至不同科属，但因生活在干旱的环境，都演化出能够

储存水分的多肉组织。

因此，在为物种命名的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人们根据

眼前观察到的物种，再进一步总结规律，当它们具有相同

或相近的形态、功效等，便容易产生“同名异物”的“默契”

现象。

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从美洲传入我国的“番木

瓜”，也就是我们常吃的水果“木瓜”，果实形状很像我

国本土物种、早已在我国北方地区扎根并被人们熟识

和 开 发 利 用 的“ 木 瓜 ”。 我 国 本 土 木 瓜 生 长 在 温 带 地

区，果实木质化程度较高，坚硬难以直接食用，但可以

入药，还是优良的观赏树种。新来的物种漂洋过海来

到我国南方，形似“木瓜”又需要区分，就被冠以“番木

瓜”的名号。

此外，原产南美洲的西红柿又叫番茄，在我国东北地

区被叫作洋柿子甚至直接叫柿子，皆因它们的果实在外

形上与茄子或柿子相似。

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面对同名植物的时候，切不可先

入为主。一些同名异物的植物中，有的能食用，有的不能

食用，甚至有毒；有的常见，有的是濒危、受国家保护的物

种。如何准确区分它们呢？

事实上，每个物种都拥有一个类似身份证号码一样

独有的学名。根据“林奈双名法”：物种的学名由拉丁文

组成，完整引用时还须在名称后加命名人姓氏和命名时

间，一般情况下可省略。比如，“丁香”就是一个俗称，它

是丁香属近 20 个种以及栽培品种的泛称，如红丁香、紫

丁香、北京丁香等。根据学名和标准中文名，可以更方便

准确地查找资料，便于进一步了解和区分不同物种。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植物园助理研

究员，本报记者常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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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8日电 （记者李心萍）记

者 从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获 悉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决 定 ，将 8 月 15 日 设

立 为 全 国 生 态 日 ，国 家 通 过 多 种 形 式 开 展

生 态 文 明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 今 年 8 月 15 日 ，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将 会 同 中 央 宣 传 部 、自 然

资 源 部 、生 态 环 境 部 等 部 门 和 浙 江 省 人 民

政府在浙江省湖州市举办首个全国生态日

主场活动。

活动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

题，将举办主场活动开幕式、生态文明重要成

果发布会、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及绿色

低碳创新大会等活动。

全国生态日当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发展改革委也将会同本地区有关单位结合实

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8月 15日将举办首个
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

日 前 ，2022 年 林 长 制 激 励 结 果 公 布 ，

河 北 省 承 德 市 、浙 江 省 长 兴 县 等 8 个 市 县

受国务院激励表彰，安排中央财政林业改

革发展资金给予每个市 2000 万元、每个县

1000 万元的支持奖励。北京市密云区、天

津 市 蓟 州 区 等 23 个 市 县 获 国 家 林 草 局 通

报表扬。

林长制实施成效如何？给林草工作和

百姓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记者对这些林

长制先进典型地区进行了探访。

建章立制，织密林草资
源保护网

吃完早饭，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

乐市阿都呼都格村党支部书记唐湘君背上

包，跨上摩托车，开始行使他作为村级林长

的一项职责——巡林。“林长责任大着呢，不

仅要巡山护林，宣传防火、草原森林病虫害

防治、防盗采等都要管，仔细巡查，及时上

报，容不得一点马虎。”唐湘君说。

为了更好保护林草资源，博州建立“林

长+管护所（站）+管护员”的管理模式，将

全州的林地、草原、林果、园林绿地以及湿

地、荒漠等资源，逐级细化责任网格，并确

定管护员，做到管护区域、管护面积、管护

责 任 、管 护 质 量“ 四 明 确 ”。 目 前 ，全 州 林

长 责 任 网 格 和 管 护 员 的 管 护 网 格 实 现 了

全覆盖。

博州林长制工作办公室工程师盖伟良

给出了一组数据：林长制工作启动以来，博

州森林覆盖率由 9.50%提升到 9.62%，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由 43.03%提升到 43.62%，沙化治

理面积由年度完成 16.43 万亩增加到 26.65
万亩，湿地保护率由 52%增加到 53%，生态保

护成效全面提升。

国家林草局森林资源管理司司长刘克

勇介绍，林草系统负责管理的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四大生态系统和国家公园等各类自

然保护地总面积超过 100 亿亩，占陆域国土

面积的 70%以上。2022 年 6 月，我国如期实

现了全面建立林长制的目标，构建起党政同

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

盖的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各地

均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林长，全

国共有各级林长近 120 万名。各地制定了林

长会议、信息公开、部门协作、工作督查 4 项

制度，创新实施了总林长令、“林长+”等配套

制度，不断织密林草资源保护网。

前 阵 子 ，四 川 省 广 元 市 利 州 区 天 曌 山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国 有 林 场 护 林 员 赵 思 孔 在

巡林时，发现林场多处马尾松树上爬满松

毛 虫 ，便 迅 速 把 情 况 报 告 给 了 林 长 张 子

锦。松毛虫害对森林资源破坏极大，消息

上报后直达区林长制办公室，技术人员立

即赶到现场确认，随后马上对病害区域开

展无公害“飞防”治理，3000 亩马尾松病虫

害得到有效控制。

林长制打通“最后一公里”。国家林草

局出台《乡村护林（草）员管理办法》，大力

开展林业工作站标准化建设，强化基层林

业 站 和 生 态 护 林 员 培 训 管 理 。 卫 星 遥 感

影像、“互联网+”等高新技术赋能，林长制

责 任 体 系 、国 土 绿 化 、资 源 保 护 等 数 据 全

部 建 档 入 网 ，林 草 资 源 实 现 了 精 准 化 、智

能化管理。

林长制引领，推动林草
重点工作提质量、上水平

三湘大地，万物并秀，草木葳蕤。

今 年 春 天 ，湖 南 省 合 计 造 林 402.17 万

亩。丛丛新绿，见证湖南林长制的喜人成

效。岳阳县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森林抚

育、生态廊道建设等项目工程 4.26 万亩，完

成义务植树 140 万株，建设岳阳市森林最美

乡村 6 个，古树名木挂牌保护率达到 100%。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凤凰山，这里是凤

阳县县级总林长朱林的联系点。朱林和 5 名

县级副总林长、18 个县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

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大力推进凤凰山矿山修

复工程。截至目前，工程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2150 亩，栽植青桐、乌桕、三角枫等乡土树种

25 万余株。

发挥林长制“指挥棒”作用，滁州市科学

推进国土绿化，创新“互联网+义务植树”，一

体化推进城乡绿化。2022 年，滁州市完成营

造林 34.2 万亩，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9.31 平方米，居安徽省首位……

各个林长制先进典型地区，以林长制为

引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数量

质量并重、增量存量并举，共同铺展山清水

秀、天蓝地绿的美丽中国新画卷。

漫步在南河边狭长的湿地公园，成片的

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摇曳生姿。“这些水生

植物就像‘生物净化器’，既改善了水质，又

美化了环境。”作为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片区

的林长，广元市利州区万缘街道万缘社区党

委书记李元梁每周都会巡查，对这里的一草

一木了如指掌。

为改善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广元市、区

两级协同联动，采取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

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植被环境，还设置了

鸟禽核心保育区。“珍稀鸟类对生态环境要

求高，我在这里拍到了濒危物种——寿带

鸟，长尾飘逸可漂亮啦！”摄影爱好者李现浩

兴奋地告诉记者。目前，南河国家湿地公园

有高等维管植物 452 种，有领雀嘴鹎、小白鹭

等高等脊椎动物 208 种。

为了让林长制引领推动林草重点工作

再上新台阶，国家林草局组织实施林长制督

查考核，聚焦林草资源保护发展重点，分别

对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护率等生态保护发展

目 标 和 林 草 重 点 工 作 进 行 任 期 和 年 度 考

核。国家、省、市、县四级林长制督查考核体

系的构建，充分调动和激发各地保护发展林

草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用绿活绿，推动生态美
百姓富

护绿、增绿，更要用绿、活绿。林长制

先进典型地区精准护绿、稳步增绿、有效用

绿，带动产业发展，释放生态红利，走出了

一 条 绿 起 来 、美 起 来 、富 起 来 的 生 态 发 展

之路。

获批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市，林票、林业

碳票、基层林业执法“一带三”模式等创新做

法得到推广……福建省三明市把林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纳入林长制年度工作重点，强化

政策、资金、金融、科技、用林等要素保障，加

快“青山绿”向“青山富”转变。

三明市共有 9 家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24 家省级龙头企业，2022 年实现规上林产加

工产值 958 亿元。大力发展林药、林菌及沙

县小吃配料等林下经济，做强花卉苗木、油

茶等特色富民产业，带动从业林农户均增收

2 万元以上。

滁 州 市 、县 两 级 注 资 30 多 亿 元 ，组 建

各类林业投融资平台 11 个，将 136 万亩国

有 林 资 源 注 入 。 全 市 持 续 推 进 薄 壳 山 核

桃 、麻 栎 等 林 特 产 业 发 展 ，培 育 林 业 新 型

经营主体 2783 个。“通过山上建基地、山下

搞 加 工 的 模 式 ，麻 栎 树 成 了 我 们 的‘ 摇 钱

树’。”滁州市昌春木炭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杜昌春介绍，合作社吸纳了 1.2 万户农民，

重 点 经 营 麻 栎 人 工 林 30 万 亩 ，深 耕 木 炭 、

食 用 菌 、柞 蚕 和 林 产 化 工 等 产 业 ，年 产 值

超过 10 亿元。

林 长 制 全 面 推 行 以 来 ，浙 江 省 长 兴 县

乡、村两级林长，建立 3600 人的苗木经纪人

队伍，培养百余名网红带货达人，2022 年花

木产业年销售额突破 19 亿元，全年创造森林

旅游收入近 15 亿元。小浦镇投入 4.5 亿元，

打造森林休闲体验地，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

入 300 余万元。

“全 面 推 行 林 长 制 是 保 障 高 品 质 生 态

产品供给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加广大林农

收 入 的 迫 切 需 要 ，要 实 现 绿 富 双 赢 ，推 动

生 态 美 、百 姓 富 相 统 一 。”刘 克 勇 说 ，全 面

推动林长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坚持生态保

护、绿色发展、生态惠民相统一，大力推进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不断满足人民

群 众 对 优 美 生 态 环 境 、优 良 生 态 产 品 、优

质生态服务的需求。

下图：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五华

村 ，蓝 天 白 云 映 衬 下 的 青 山 、碧 水 交 相 辉

映（摄于今年 6 月）。近年来，当地深入推进

林长制，让山林得到更好守护。

鲁君元摄（影像中国）

20222022年林长制激励结果日前公布年林长制激励结果日前公布，，记者探访先进典型地区记者探访先进典型地区——

护绿增绿护绿增绿 绿富双赢绿富双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仲阳顾仲阳 常常 钦钦

本报上海 8 月 8 日电 （记者谢卫群）近日，2023 第四

届中国开发区创新发展（CDI）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正式

启动“CDI 绿色双碳百园计划”，计划推动超 100 个零碳、近

零碳园区落地，探索开发区创新发展新动力，以及可持续发

展绿色路径，进一步探讨如何为企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

创造更多商机，分享创新实践、激发产业新思维，促进中国

开发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CDI绿色双碳百园计划”是响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投资促进中心与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联合发起的

“可持续产业园区倡议”的实施方案，旨在打造中国零碳园

区实践样本、绿色示范园区。

中国开发区“绿色双碳百园计划”启动
本报北京 8月 8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

自然资源部获悉：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江

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

称《规划》）。《规划》是江苏省空间发展的指南、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省域国土空间保

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

《规 划》强 调 筑 牢 安 全 发 展 的 空 间 基

础。《规划》提出，到 2035 年，江苏省耕地保

有量不低于 5977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不低于 5344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

不低于 1.82 万平方千米，其中海洋生态保护

红线不低于 0.95 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

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

规模的 1.3 倍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

用地使用面积下降不少于 40%；大陆自然岸

线保有率不低于国家下达任务，其中 2025 年

不低于 36.1%；用水总量不超过国家下达任

务，其中 2025 年不超过 620 亿立方米；除国

家重大项目外，全面禁止围填海；严格无居

民海岛管理。

《规划》强调，系统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严格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确定的农产品主产区、重

点生态功能区和城市化地区格局，深化落实

“1+3”重点功能区，完善陆海统筹、点面结合

的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坚持“生态优先、带

圈集聚、腹地开敞”的空间开发保护思路，优

化徐淮、里下河、沿海、沿江、宁镇扬丘陵五大

农业片区，构建“两心三圈四带”的国土空间

总体格局。

《规划》对农业、生态、城镇、陆海、区域等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做出统筹安排。其中，提

出塑造“新时代鱼米之乡”农业空间，支持乡

村振兴；营造湖美水清生态空间，增强“美丽

江苏”底蕴；构建紧凑集聚城镇空间，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加强陆海空间协同，努力建设

海洋强省；强化空间统筹，构建现代化基础设

施网络；保护传承文化与自然价值，彰显“水

韵江苏”魅力；加快区域协调，推动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

《规划》强调统筹规划实施管理，提升国

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纵横协

同的规划传导，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

台”的要求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我国首个省级国土空间规划获批

本报北京 8月 8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广合同节水管理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提出了激发合同节水管理市场活

力、强化合同节水管理技术支撑、提升节水服务企业能力、加强

财税金融支持、做好合同节水管理组织实施等 5方面 15项措

施，为推广合同节水管理、促进节水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若干措施》指出，要严格取水许可、计划用水和定额管

理，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推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

革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差别化水价政策。鼓励开展

用水权交易，积极推动农业灌溉、重点用水行业等领域实施

合同节水管理项目节约的水量，通过用水权转让、收储等方

式进行交易，提升合同节水管理效益。

合 同 节 水 管 理 是 发 展 节 水 产 业 的 重 要 抓 手 。 下 一

步，9 部门将指导各地贯彻落实《若干措施》，大力推广合同

节水管理，激发市场活力、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节水，

加快发展节水产业，以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九部门出台措施推广合同节水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