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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外，高楼林立，车马喧嚣。保护区

内，红树林郁郁葱葱，水鸟翩跹飞舞。

这是我国唯一处于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位于深圳市的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作为高人口密度的超大型城市，深圳已记录

野生维管植物 2218 种、陆生原生脊椎动物 651
种，每年有约 10万只候鸟在此越冬。2022年，深

圳入选全球首届“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2023
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这里。

在这里，繁华都市与多样自然融为一体，为

保护生物多样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

国式现代化，积极探索发展之路。

从海洋、湿地到森林，完
善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了
最具代表性的生态资源

今年 1 月，一条中华白海豚出现在深圳盐

田港区，身姿灵动，引发关注。

中华白海豚对活动海域水质要求极高。近

年来，中华白海豚频频现身深圳海域，体现出深

圳参与共建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成效。

不只白海豚，在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成片的红树林为候鸟提供了良好栖

息场所，成为重要的候鸟越冬地。

这个位于城市腹地的自然保护区，拥有高

等植物 353 种，包括红树植物九科 20 种；共记录

到鸟类 272 种，包括黑脸琵鹭在内的国家重点

保护鸟类 60 种。

“从海洋、湿地到森林，完善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保护了深圳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生态资

源。”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深圳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25 个，包括 23 个陆

域自然保护地、2 个海域自然保护地。

2005 年，深圳就划定了基本生态控制线，

将占全市一半的土地划入线内，在此基础上，将

约 24%的陆域面积、19%的海域面积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最大化保障生态空间。

深圳市大鹏新区成立之初，就将全区陆域

面积的 73.5%划入生态控制线范围。如今，三

面环海、山海连城的大鹏新区，森林覆盖率超

77%，是深圳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收集植物资源、开展保
护，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今年春节前夕，连接深圳银湖山和梅林山

的鲲鹏径一号桥，首次记录下野生豹猫过桥穿

行的影像。

银湖山和梅林山原本连成一体，早期因公

路建设，两块山体断开，影响了野生动物觅食、

迁移。随着生态连廊贯通，深圳市中心最大山

林绿地组团的生态断点也被重新连接。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离不开对生态

资源因地制宜的保护、修复和治理。

“过去，茅洲河的水发黑、发臭。”在深圳市

宝安区住了十几年的李先生感慨。

对老旧管网升级改造，对企业违规排放行

为加强监督，对水体开展常态化监测……“如

今，水质好转，消失多年的蓝尾虾回归，国家濒

危植物野生水蕨重现，茅洲河生物多样性不断

丰富。”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环境管理

科副科长吴楚鹏介绍。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把植物资源收集

起来、开展保护，适当的时候，让它们重归自然、

扩大种群数量。”深圳市仙湖植物园副主任王晖

说。目前，该园已迁地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 440 种，珍稀濒危植物 757 种。

在深圳，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也

在不断拓宽。近年来，深圳在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核算、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形成一系列理论、技

术成果。“蓝碳交易是全新的探索性工作。”深圳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发布

《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试行）》，开展福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深圳

正逐步建立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鼓励多方参与，为多样生
物创造更好生存环境

为多样生物创造更好生存环境，需凝聚社

会共识，让公众参与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中来。

在大鹏湾畔，有一群不知疲倦的人，2012
年以来坚持对珊瑚进行种植、保护和修复。

“我们是海洋的受益者，也应该成为保护海

洋的行动者。”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

合会秘书长王晓勇“种”珊瑚超过 10 年。他介

绍，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目前已建立两个海上

珊瑚试点保护区、推动大亚湾种植珊瑚超 6000
株，救助珊瑚残枝超 500 株。

这群潜游海底的志愿者，是深圳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

深圳自然教育起步早、基础好、发展快。近

年来，深圳大力建设“自然教育之城”，组织开展

各类自然教育活动，推动公众参与自然保护。

2023 年，大鹏新区坝光自然学校启动银叶

树保育项目，开展相关活动，让市民了解、参与

银叶树保育。“通过活动，公众和银叶树间的联

系越来越紧密。”坝光自然学校副校长欧薇说。

据统计，目前深圳已有 23 家自然学校、49
家自然教育中心，环保志愿者 20 万人。

上图：福 田 红 树 林 湿 地 与 城 市 风 景 相 映

成趣。 胡 柳摄（人民视觉）

在广东深圳，繁华都市与多样自然融为一体

超大型城市也能留足生态空间
本报记者 吕绍刚

核心阅读

5 月 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广东深圳，这个高人口密
度的超大型城市，生物多样性丰
富，2022年入选全球首届“生物
多样性魅力城市”。城市中如何
统筹保护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深圳正积极探索一条
守护城市生态资源、保护城市生
物多样性的发展之路。

1111 生态生态2024年 5月 23日 星期四

!!"!

#$%&'()*+,
+-./0123&4

!"#$%&'()*+,-#./0123

4#56789:;<=>?@-AB()CDE

FGHI&JKLMNOPQ#RSKTUVWKX

'Y2Z[LX\A2]^,_`(aBbcde

f`(g'dhi%jkl#RSUVmnopq

r#st&'uvrwxyz{|`}mmn/~

!"#$xy%&'Iz`/~M()j[L*+n,

-.mn/p0_z1#mn/p23&'fV4#

.$%&'/01()256#78mn9:;<#

=>.C8?@P@W9:YAB^C#56DE

mnFWGH#IJKILMMI:MCNO#2UVm

nopqrdUPmnFWX\v[LQZ'SU

Re#SC()STA

!"#$%&'()*+,

-./0123"456

UVWXYZ[#st&'uRS,-.\]Iu&

^_Mmn/~`a#.Imnbc_M2depf#

ghIWiWiUijMk\0l]d#m Wn9:;dW?

&'urwdU?z1%/ABz1dopeqrpz

1(dj?aBDEAj2,-.`(g'mnop

Cstuv#I,-mn/~M5w Ux?yzCAB

{)dopeqz1d|}^n~!"?()rw#

]#$%mn/pdx"&'db()*dmn+,d

x"-.d&J'/!0V1?&JfDE23##X

UVmnopJ3fqrA

789:3/012;<

/0=2)3>?@3"A.B

223$Z456789C??fd:;f[

L<=#,-.>?@A$%&'()vDECB

)aB#5w/01'SCKL[L_CIJhV

4A,-.,Dvst&'udz`/~Et)j#

7I,-mn/~MCIAF`aM56G#HstI

1/01'Sv,-.IJKmLMDE23MN

)#]^,_/017EtOPpQdRSbTd&

'+U!VWCbc#IJX&'YZdr[d̂ Cd

\Hop!IJKmLM%jklC&'fV4A

7&'YZVW#,D=I|%Z]^@W&

'U;_N)`abvcd#epfT,-.`a

^bcd_C#IJ=`a%ZCgO^hvY,#

iR$%UPYZX\Yjk\#Kl#Xmno

D|pA

7&'r[VW#,D/qrstu01#2v

LZwrp`aUR&'fRxAyRx'zB.

{b|`aCT}r[~!iR5"%j$#Q$

vr[%&#UP%&CQ$X\#'r[Dl(<

&)A*|#5w/01CRSbT'S#rw'z

B0t]=.+vLZw<=&'bT&ZC,

-#./$%^CABC|p#UP%jX\A

7&'^CVW#7/01C56G#\]`

ad|}dW0!:1t&'^C01#KI`a^

CMI|}^CMI2&^CM!1t34^C45K

=AB56#Et78K=q:dLp9d45:;

PCZb%&#KQ$I<9=>MM?@/Aop#

UV2Z[LqrA*|#B5w:C8e/OD

01#EiIJKmLM0LC9FGHI#,D&'

$J=K+U#IJ=IJKmLM0LABLCt

MNO+PQ%A%%Zb1dLpRSdQ$\d2

T\!(#_&'bT`a^C,-#'U#CGH

I0c(<VWXYEdH(bT#GHIJKmLM

M\Hopd23opZ(#UVIJKmLMC[M

/p'SYopX'A

stI1/01g',-.mn/p0_z1

IJKmLM0L#\]E,XKL[L45CI^_

^x`M#aUVX%j$#CLxX\#2G@K

L[LDEaB#bIGHcdAFfZ1Eef

I56Agh#st&'uHijkxz`/~d

,-.#Tj@AdPQl:5w/01(

)C&'f23DE#Eimnop

Btl#RSmn/plmndo

plPXdQZbXlopA

!"#$%&'

本报海南五指山 5 月 22 日

电 （记者董丝雨）5 月 22 日是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

“ 生 物 多 样 性 你 我 共 参 与 ”。

2024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

动在海南省五指山市举办。生态

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我国更新

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正

在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

程实施方案》，支持国家战略与行

动计划落地落实。

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和最早

签署、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

约方之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

多样性保护。近年来，我国不断健

全法规制度体系，大力提高生物多

样性保护能力和水平。创新实施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保护超过

30%的陆域国土面积。持续加强

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组

织开展生态系统资源调查、物种

资源调查和各类资源普查。加大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力度，连续

七年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

监督，严厉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的

违法犯罪行为。

数据显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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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效保

护。《全国 2015—2020 年生态状况变化调查评估》表

明，中国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定并不断优化，自然生

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优良等级面积占比达到 43%以

上，首次超过低差等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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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2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

发布 2023 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3
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径流量为 10660亿立方米，

较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14280 亿立方米偏小 25%，较

2022 年径流量 13320 亿立方米减小 20%。代表站年

总输沙量为 2.04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 14.5亿吨

偏小 86%，较 2022年输沙量 3.90亿吨减小 48%。

2023 年长江、珠江代表站径流量分别占主要河

流代表站年总径流量的 63%和 19%。黄河、长江和

塔里木河代表站年输沙量分别占主要河流代表站年

总输沙量的 47%、22%和 11%。

2023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发布

主要河流代表站年总输沙量2.04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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