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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嘎山巍峨耸立，稻城亚丁风光旖旎，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生态美景，令人流
连忘返。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长江上游重
要水源涵养地，甘孜州坚持扩绿、兴绿、护
绿并举，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
提升“绿色颜值”，创造“金色价值”。

守护生灵家园

灭鼠杀虫、平整土地、补播草种、种植
适宜高原生长的树种，甘孜州色达县色塘造
林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确央，正领着社员们在
色达县 4 个乡镇的草原改良点位进行草原沙
化治理和植树造林工作。

由牧民转变为“生态工人”，确央和社员
们熟练掌握了一整套林草种植技术，帮助县
城周边实现了从沙尘满天到绿树成荫。“植树
造林，提升了县城的颜值，造林合作社也发
展起来。”2023 年，色达县聘用生态护林员

1504名，队伍不断壮大。
“这边没有污染物，藏野驴们的精神不

错，藏原羊数量没有减少……”位于甘孜州
石渠县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湿
地守护人根秋泽仁正忙着野外巡护。

地处高原地区，保护区的气温不高，根
秋泽仁的手常常冻得通红。在这总面积60多
万公顷的土地上，他要完成森林草原管护、
环保宣传、动物救助等工作。望着茫茫湿
地，听着鸟儿啾鸣，根秋泽仁慢慢懂了父亲
甲它的初心。

甲它曾是石渠县真达乡护林队的队长，
20多年如一日在三江源区域内守护生态，直
至 3 年前因病离世。苍翠的万顷林海中，甘
孜人接续守护着万千生灵，真达乡护林队的
故事被拍摄成纪录片《湿地守望者》，感动和
影响着许多人。

作为全球景观类型、生态系统类型和生
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甘孜州拥有
652 种野生动物和 5229 种植物，被誉为“世
界天然物种重要基因库”。为守好这一基因宝

库，甘孜州通过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等途径，实现全州森林生态
系统良好恢复，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也得
到恢复性增长。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甘孜亮相：400
多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现身色达塘亚
沟，上演一出视觉盛宴；果根塘湿地公园
内，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被镜头
记录；色达泥拉坝湿地内，植被恢复，各种
珍禽水鸟、鱼类等前来“安家”……

越来越多的植物在甘孜得到保护。甘孜
州稻城县实施“一树一策”保护方案，在各
卡乡卡斯村，县林草局工作人员正为一棵干
香柏“体检”。截至目前，甘孜州有古树名木
563 株。为扎实推进古树名木保护，稻城县
规划在 5 个古树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建设古
树公园，并力争在年内完成建设。

斑斓的生态画卷构成甘孜的靓丽风景。
如今的甘孜大地，拥有 6 类 81 个自然保护
地，空气优良天数率、地表水水质优良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持续实现 3

个“百分之百”，环境质量稳居四川省前列。

活用碳汇资源

“莫再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
甘孜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赖爽介绍，“目
前，甘孜州拥有森林面积 539.47 万公顷、蓄
积 4.865 亿立方米，连续 10 年保持双增长，
总量居四川第一，甘孜州还有草原面积558.7
万公顷、湿地面积60.84万公顷，这些都是发
展碳汇经济的殷实家底。”

近年来，甘孜州发挥自身优势，不断盘
活当地碳汇资源。川西北腹地的金马草原，
座座丘峦绵延成一弯“新绿”，像一只展开双
翅的雪域雄鹰，紧紧扼守沙化荒地，一改昔
日寸草不生、漫天黄沙的面貌；而今，鲜卑
花、高山柳、绣线菊交织，成片云杉幼苗在
此拔节向上，旷野披绿。

“远在两千公里外的顺丰集团，和一片甘
孜的云杉树林连结在了一起。”色达县然充乡

党委书记慈城嘎瓦说。早在2020年，甘孜州
就开始探索林草碳汇项目的开发工作，2022
年，经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牵线搭桥，甘孜
州与顺丰集团一拍即合。

去年 5 月，由顺丰公益基金会捐赠 2000
万元，甘孜州林草局、色达县林草局在色达
县然充乡德玛村的47块林地上种植了4500亩
51万余棵云杉树苗。

这是甘孜州首个社会资本参与的碳汇造
林项目，也是四川省目前投资规模最大的碳
中和林项目。顺丰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炜表
示：“种植碳中和林，既能抵减我们企业的碳
排放，又能助力项目所在地实现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共赢。”

“林草碳汇产业发展，前提是做到科学准
确的数据监测，突破口在于摸清甘孜州碳汇
资源家底。”赖爽介绍，甘孜州此前已投入
120 万元专项试点资金，初步测算出全州未
来可开展造林碳汇 365.12 万亩、森林经营碳
汇 2441.74 万亩，按 30 年计入期算，人工造
林碳汇量最大可达964.27万吨碳当量。

发展特色农业

大渡河畔，甘孜州丹巴县村寨里绿树成
荫，梯田层叠，与造型独特的藏式民居一同
勾勒出美丽画卷。

游客慕名前来，民宿生意火热，丹巴县
甲居镇小聂呷村村民阿加格玛乐开了花。“村
里引进了‘美人脆’苹果，春天游人赏花，
秋天果实收获，致富路越走越宽。”阿加格玛
种了300多棵苹果树，去年挣了3万多元。

丹巴县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种
植模式，通过土地流转、生态修复等方式扩
大“美人脆”苹果种植规模，建设试验示范
基地500亩，“美人脆”苹果种植覆盖10个乡

（镇） 40余个村，面积达7910亩。
长江支流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纵贯

甘孜全境，甘孜州沿河谷地布局林果产业
带，形成了核桃、苹果、樱桃、仙桃等独具
高原特色的百公里林果产业带，成为广大村
民共同致富的新引擎。

在甘孜州道孚县，变叶海棠也成了百姓
的致富果。2022年至2023年，道孚县通过建
设变叶海棠种植基地、推广良种繁育及丰产
造林技术，带动各卡乡、孔色乡等 5 个乡镇
村民种植了 15.5 万株变叶海棠苗，1 万余人
实现就近就业，年人均增收2000余元。

今年，道孚县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补助资
金共计973.5万元，带动麻孜、木茹等6个乡
镇 2000 余户农户种植变叶海棠种苗 17.7 万
株，户均将增收9000元左右。

生态美，乡村人居环境更整洁。甘孜州
白玉县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污
水治理等工作，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白
玉县赠科乡扎马村村民扎切感受颇深：“过去
村里环境差，村道上牛粪遍地，污水横流；
经过治理，有了垃圾池和保洁员，村子面
貌一新，游客也渐渐多起来。”

2023 年甘孜州投入资金 1.12 亿元，新
（改） 建农村户厕31098户，全州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提高 9 个百分点，全部行政村的生
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

万山锦绣，千河浩荡，甘孜大地风光正
好。画好绿水青山的画卷，探索更多通向

“金山银山”的路径，甘孜州一直在路上。
图①：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泥拉

坝湿地。 甘孜州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一

角。 甘孜州石渠县林草局供图
图③：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

村民正在包装“美人脆”苹果。
降初泽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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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刘发为） 日前，中
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联合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发
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4版》。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生物物种名录是反映一个
国家或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程度
的基础数据。为了摸清中国生物多样
性的家底，科学回答中国“有多少物
种、有什么物种”这一问题，支撑中
国履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促进生物
多样性研究与保护，自 2008 年起，中
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组织300多
位专家，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公开发
表的中国生物物种数据，分类学专家
对每条数据进行审定确认，最终汇编
成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每年以年度
名录的形式发布。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4版》共收

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55364 个，其中物
种141484个，种下单元13880个。相较
于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3 版》，《中
国生物物种名录 2024 版》 新增 6423 个
物种和 267 个种下单元，动物界新增
4045个物种和159个种下单元，植物界
新增 358 个物种和 16 个种下单元，真
菌界新增 2020 个物种和 92 个种下单
元。其中，动物界尤其是昆虫纲鞘翅
目 （新增 3275 个物种） 成为本年度名
录中新收录物种数量最多的类群，有
效填补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空缺。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自发布以来被
广泛采用，自 2018 年新网站上线至
今，名录总下载量超过 10TB，在线物
种页面访问量超过 1500 万次，被国内
外期刊论文、专著引用超过1000次。

下图：《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历年
数据量变化图。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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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厦门，水清岸绿，鸟语花
香。近日，栗喉蜂虎“组团”来到
福建省厦门市五缘湾，它们身披靓
丽羽毛，在碧海蓝天间尽显身姿，
在骑马山周围嬉戏鸣叫，迎接着又
一个夏天的来临。

据悉，栗喉蜂虎是蜂虎科蜂虎
属的鸟类，几年前升级为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其主要以蜻蜓、蝴

蝶、蜜蜂、甲虫等为食，拥有热带
鸟类艳丽的羽毛特征，喉部为栗红
色，长有黑色的过眼纹，翅膀和背
部皆为绿色，尾翼为蓝色，翅膀内
侧为橙黄色，在阳光照射下，全身
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在五缘湾栗喉蜂虎自然保护
区，我们近期已观测到 80余只栗喉
蜂虎在骑马山崖面营巢。”厦门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保护区事务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栗喉蜂虎每年 4 月从
东南亚飞到厦门繁衍生息，大约 10
月份离开。

为了给栗喉蜂虎提供更好的繁
殖栖息环境，2011 年厦门在市中心
设立栗喉蜂虎自然保护区，十多年
来 ， 栗 喉 蜂 虎 的 数 量 稳 中 有 升 。
2023 年，保护区的骑马山繁殖区
内，栗喉蜂虎繁殖数量保持在 200
只以上；在通屿湿地觅食区，栗喉
蜂虎迁徙前可观测到3000只以上。

保护区专门修建了水池，种植
了多种果蔬树木，瓜果飘香常年引
来蜂蝶流连，也为栗喉蜂虎提供了
丰沛的食物资源，让它们不仅住得
好，也吃得好。

“栗喉蜂虎有一个独特的习性
——不用旧巢，每年在鸟群离开
后，我们会将原巢穴洞窟进行冲洗
回填，建立新巢区以便下一年栗喉
蜂虎筑巢。”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保护区事务中心工作人员说，栗
喉蜂虎自然保护区今年已进行了多
项优化提升，迎接更多栗喉蜂虎来
厦门“安家”。

左图：在福建省厦门市五缘湾
栗喉蜂虎自然保护区内，80 余只栗
喉蜂虎来此“安家”。

陈 博摄 （人民图片）

栗喉蜂虎“组团”来厦门
陈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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