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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网友热议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本报记者 叶晓楠

““人不负青山人不负青山，，青青山定不负人山定不负人””
——网友热议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本报记者 叶晓楠

10月 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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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强调，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
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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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们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彰显大国领袖
的担当和东道国的风范，高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旗
帜，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信心，为未来全球生
物多样性治理指明方向，为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擘
画蓝图，必将产生重大深远的世界影响。

“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

习近平主席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我们要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地球家园。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民日报评
论员文章指出，地球是人类共同生活和守护的家园，生
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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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与会各国共同
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生物资源保护被列入二十六项
原则之中。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公约
确立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
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三大目标，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启了新纪元。

“昆明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
主题，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未
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必将推动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
新动力。”人民日报文章这样认为。

新华社评论员文章认为，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充满
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必须清醒看到，全球物种灭
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
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
得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任务更加艰巨。面对全球性生
态挑战，我们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
同共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携手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

当前，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人类面对的一项刻不
容缓的任务。“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生物多样
性现状则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
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光明日
报文章指出。

网友“唐”留言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和谐
家园。”网友“刘少海”留言呼吁：“保护好我们共同的
家园！”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效”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
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中国声音，更有中国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中国通过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贸易
等多种举措，不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修
复。10月8日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显
示，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
滨，越来越多珍禽异兽正在回归，展现自然之美、生态
之美。

目前，中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个，约占陆
域国土面积18%，提前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
标”所确定的17%的要求。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濒危物
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魏辅文介绍说，初步划定的生
态保护红线，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
将各类自然保护地和大多数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区域纳
入其中。

人民网文章指出，近年来，通过主体功能区制度、
国家公园体制、“三区三线”管控体系、综合性生态补
偿机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协同推进模式等“组合
拳”，我们构筑了全方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从源
头上避免了生物多样性富集区的大规模开发，保障生态
空间的独立性，维护生态公平，从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 90%的植被类型和陆
地生态系统、65%的高等植物群落、85%的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种群已得到有效保护，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
量位居世界前列，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
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 40 年间从 1114 只增加到 1864 只，
朱鹮由发现之初的 7 只增长至目前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
种群总数超过 5000 只，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180 头增加到目前的 300 头左右，海南长臂猿
野外种群数量从 40 年前的仅存两群不足 10 只增长到五
群 35 只。

生态文明建设贵在行动。
新华社文章指出，中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探索与实

践，不仅为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挑战作出重要贡献，也
为人类开辟了一条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
路径。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
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万平
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
类。第一批国家公园长啥样？微信公众号“人民网”通
过一组高清大片带人们进行了领略。

网友“冷暖天”感慨地留言说：“江山如此多娇！”
网友“未来”留言说：“祖国大好河山，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网友“邓”留言认为：“生态环境好了，我
们的家园就更美丽。”

“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
希望的时代。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高瞻远瞩，围绕人类要怎样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命题，提出四个倡议：“以生态文
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
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
际治理体系”。

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征程，习近平主席提出
令人瞩目的“中国行动”——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
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

“中国不是停留在政治承诺上，而是部署了具体行
动，这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振奋人心的好
消息。”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处代表夏泽翰说。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认为，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四个倡议，是中国坚定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智
慧结晶，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拓展和深化。中国
提出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和绿色转型，这是本着对全
人类负责的态度，从自身实践和传统智慧中找到了更好
的人类发展之路。

行之不辍，未来可期。回望来路，不懈努力成就了
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
与国际社会携手并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
景，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网友“周双顶”留言
说：“保护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网友“朱
珠”留言表达希望：“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
网友们看来，面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将更
令人期待。

10 月 12 日，2021 全球数字
贸易大会暨武汉 （汉口北） 商
品交易会在武汉开幕。近百个
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员、国际商
协会负责人，全国上百家重要
批发市场、数十家知名外贸企
业及数字科技企业代表参会，
开展贸易采购和各项经贸、学
术交流。

本次大会以“智联世界，
货通天下”为主题，由湖北省
政府主办，武汉市政府、湖北
省商务厅承办。上万名中外参
展商、采购商和品牌商深入开
展贸易洽谈与合作。汉交会将
持续到本月26日。

10月12日，参观者在选购进口商品。 伍志尊摄（新华社发）10月12日，参观者在选购进口商品。 伍志尊摄（新华社发） 10月12日，与会嘉宾在扫码支付购买商品。 伍志尊摄（新华社发）10月12日，与会嘉宾在扫码支付购买商品。 伍志尊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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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淖
毛湖镇伊吾胡杨林景区
景色。

新华社记者 沙达
提摄

图 ② ： 进 入 秋 季 ，
成群的鹭鸟飞至贵州省毕
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鹏程
街道湿地公园，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

李 华摄 （人民图
片）

图③：在浙江省长
兴县龙山街道渚山村，
保洁人员进行日常河道
护理巡查。

新 华 社 记 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