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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COP16） 近日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举行。大会
在加快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大对濒危物种保护力度以
及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达成广泛
共识。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专家，
约翰·斯坎伦十分关注此次会议。他曾担任联合国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秘书长，现任大象
保护倡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终结野生生物犯罪全球
倡议主席，曾获得 2020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不久前，
他来到北京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生物多样性科学馆揭牌，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他。

“中国是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活跃参与者”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国家
之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与绿色发展、
减污、降碳、脱贫等协同推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数据显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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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活跃参与者，取得了丰
硕成果。”斯坎伦说，中国在设计相关规划时，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其中，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事业持续取得成功，离不开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也
离不开翔实的政策规划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合作，国际社会达
成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等多个全球公约，中国积极
参与相关重大协议缔约、履约。“中国对于各种公约实
施和落地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极大地鼓舞着其他国家。”斯坎伦说。

1975 年生效的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是一项旨在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国际贸易公
约。1981 年，中国正式成为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 第 63 个缔约国。数十年来，中国为全面履
行该公约作出了不懈努力。

作为该公约秘书处前秘书长，斯坎伦与中方有关
部门保持着紧密的工作联系。他曾数次访问中国，并
颁发秘书长表彰证书，以表彰中国在打击濒危物种违
法犯罪活动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2011 年，中国加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 3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斯坎伦
受邀出席，这成为他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一件往事。他
说：“中国政府在国家立法、执法、能力建设和公众宣
传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对保护资源和履行公约的贡献举足轻重。”

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机遇和挑战

地球上大约有 800 万种植物、动物和真菌，它们对
于新鲜空气、清洁水源、健康土壤、海岸保护等作用
不可或缺，但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挑战。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曾指出，生物多样性面临污染、栖息地丧失、气候变
化、入侵物种与疾病和过度消费五大威胁。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 2024 年 《世界野生动植
物犯罪报告》 显示，尽管各国持续努力，但每年仍
有 4000 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成为非法贩运的牺牲品。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 《地球生命力报告 2022》 显
示，监测范围内的野生动物种群数据，包括哺乳动
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自 1970 年
以来平均下降了 69%。

斯坎伦介绍，现在仍然有很多物种濒临灭绝，例
如，北部白犀牛至今仅剩两只雌性存活，难以自然繁
育后代。世界上最小的鲸类动物——小头鼠海豚，由
于非法捕捞和买卖，现在只剩下 12只。

“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全人类至关重要。丧失生物
多样性，人类就无法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扩散等许
多全球挑战。”斯坎伦举例说，气候变化和环境影响是
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气候变化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
生物多样性丧失又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协调和平衡
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人们共同努力。

近年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供了希望。“如果给予大自然疗伤的机会，我们就可
以治愈自然。”斯坎伦表示，随着新的海洋和陆地保护
区建立，中亚赛加羚羊的种群数量已从不足 5 万只增长
到近 200 万只，非洲的大象偷猎现象正在减少，欧洲狼
的种群数量也正在恢复……

“现在全球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斯坎伦认为，全球需要形成
合力，进一步把野生动植物的种类与数量提升到新
高度。

“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在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很热爱野生动植
物。”斯坎伦回忆，小时候，每个周末他都会和父母一
起前往家乡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山，山里的野生动植
物千姿百态。他还跟随母亲去过她的故乡，那是一个

被森林环抱的瑞典小镇，麋鹿等各种动物自由自在生
活在森林中。“大自然中的野生动植物，让我感到十分
幸福与快乐。儿时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让我决心踏
上野生动植物保护之路。”斯坎伦说。

在联合国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秘
书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部
门的工作过程中，斯坎伦始终将法律作为保护野生
动植物的重要“武器”。“现在是时候强化打击野生
动物犯罪的国际法律框架了，这对实现生物多样性
发 展 、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和 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 等 至 关 重
要。”他说。

近年来，中国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调整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编制印发了一系列
保护规划、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不断完善野生动物
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作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主席国，中国持续推动“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落实。今年 1 月，
生态环境部发布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 （2023-2030 年）》，明确了中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

斯坎伦对此十分赞赏：“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成
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这说明，通过共同努力，我们
可以实现生物多样性，创造一个清洁健康的环境并促
进经济繁荣。这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让所有人都参与
进来。中国无疑将发挥关键作用。”

今年夏天，斯坎伦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一家四
口一起来到中国，参加一个关于大象保护的活动。他
的儿子今年 16 岁、女儿 12 岁，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到
中国。“中国有句谚语，百闻
不如一见。我希望孩子们亲眼
看到、亲身感受中国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方面所作的努力，将
来共同为全球生态保护事业做
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他说。
 （刘耀阳、谢婧繁参与采写）

十月的最后一天，早晨 8 点，在多哥卡拉东岱地区中
心医院，第 27 批中国援多哥卡拉医疗队骨科医生赵贺正
同当地同事一起在骨科病房查房。在得知自己术后恢复
良好、不久将能出院时，52 岁的库朱巴巴洛·约纳向赵
贺道谢：“中国医生做手术，让人放心！”

卡拉地区位于多哥北部，山多路险导致当地交通事
故频发，但医院骨科人才和医疗设备匮乏。卡拉东岱地
区中心医院曾仅有一名助理医师可实施骨科手术，难以
满足当地人的就医需求。

这种情况随着中国和多哥深化医疗合作得以改变。
两国于 2022 年签署意向书，建立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与卡拉东岱地区中心医院的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方通
过科室建设经验分享、远程会诊、人才培养、专家派遣
等多种方式，助力当地创伤骨科建设、培养医护人才，
有效提升当地创伤骨科诊治水平。

“中国医生的到来对患者非常重要。他们的技术令人
信服。”卡拉东岱地区中心医院创伤骨科的助理医师格尼
姆·科琳·菲尼基感叹，卡拉地区的患者再也不必跋涉

近 7个小时的路程去往首都就医。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今年已先后选派两批短期专

家组赴多哥，与中国援多哥卡拉医疗队开展教学查房、
手术演示、疑难病例讨论、骨科基本技能操作培训等工
作。中方还向卡拉东岱地区中心医院捐赠一批设备。

不久前，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骨科专家在医疗队
员和当地骨科医生配合下，为 25 岁的菲尔曼·达乌索实
施手术。赵贺回忆说，这名患者骨折后没有及时就医，
骨折患处经过数月畸形愈合，已经长满骨痂，给手术带
来不小挑战。经过数小时的清创、复位和固定，手术终
于成功。

达乌索说，中国医生在诊治过程中始终细致、耐心，
术后检查时也给予自己鼓励，这让他对恢复健康充满
信心。

据第 27 批中国援多哥卡拉医疗队队长武瑞涛介绍，
现在卡拉东岱地区中心医院骨科诊室每月接诊量达 300 余
人次。当地医护人员不仅能参加远程会诊和培训，还能
前往中国学习。已有 2 批 6 名多方学员参加为期 6 个月的

在华业务培训，回国后主刀创伤骨科手
术 58台，完成手法整复 258人次。

康复理疗师科菲·塔尔比亚·阿卡
德是首批赴华学员之一，现已回到卡拉
东岱地区中心医院骨科诊室工作。他
说：“在中国的学习开拓了我的视野，
我希望自己能为家乡的医院骨科建设添
份力。”

今年是中国向多哥派遣医疗队 50 周
年。10 月，多哥卫生部长达雷在两国对
口医院合作机制意向书续签仪式上说，
感谢中方通过医疗队派遣、医疗物资支
持、对口医院合作机制等形式支持多哥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多方希望继续加强
两国卫生领域合作，为民众带来更多
福祉。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孙  毅）  

“友谊之路”中国传统文化推广
活动近日在位于俄罗斯远东城市符
拉迪沃斯托克的滨海边疆区高尔基
公共图书馆举办，百余名俄罗斯中
国传统文化爱好者、中小学生、社
会各界代表和市民参加了活动。

中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

朴扬帆致辞时说，以庆祝中俄建交 75
周年和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双
方举办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交
流项目将进一步释放两国文化合作
潜力，共同开创中俄文化交流的新未
来，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为两国
人民的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

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化，此次活动旨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重要共识，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架
起两国人民沟通心灵的桥梁。

推广活动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
文化和历史，举办了中国知识问答、
传统乐器演奏、八段锦和茶艺表演
等。来宾们兴致盎然地体验了剪纸、
国画、书法艺术，品尝了饺子等中
国传统美食。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  畅）  

据 《沙特公报》 等多家媒
体报道，随着中阿合作不断拓
展，沙特政府已将中文作为第
二官方外语纳入教学课程，同
时出台一系列奖励措施鼓励中
文学习。近年来，中国和阿拉
伯国家合作蓬勃发展，并持续
呈现新亮点，中东地区“中文
热 ” 持 续 升 温 便 是 鲜 活 写 照
之一。

文旅、科技等领域是中阿
合作的重要增长点，近年来取
得 了 累 累 硕 果 。 高 质 量 共 建

“一带一路”，不断促进了中阿
之间的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目前，中国已同 13 个阿拉伯国
家合作建设了 21 所孔子学院和
2 所孔子课堂，阿联酋、沙特、
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吉
布提正式将中文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同时，阿拉伯语教
学也在中国不断发展，目前已
有 50 余所中国高等院校开设了
阿拉伯语专业。此外，中阿之
间的游客往来日趋便利，摩洛
哥、阿联酋、卡塔尔等国陆续
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今年上半年，中国开通多条至
利雅得、多哈等地的直飞航线。
科技方面，在大数据、人工智
能、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等领域，中阿合作精彩纷
呈。中东媒体认为，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清洁能源
合作中心等机构的成立，形成了连接中阿数千家科
研机构和创新企业的技术转移与合作网络。日益深
化的人文交流、科技合作，正为中阿合作培育源源
不断的新动能。

为什么中阿合作愈发生机勃勃？这其中有多方
面原因。从经贸方面看，中阿之间高度互补。中国
连续多年稳居阿拉伯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阿拉伯
国家则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中阿创造
并保持了双边贸易额4000亿美元左右历史高位成绩。
目前，中国已同全部 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0多个大型项目落地
实施，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民。

从多边机制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峰会等，为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
同体提供了重要平台。

从全球治理看，随着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
和阿联酋等国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阿在促进
全球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在巴以
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守望相助。去年，在中国斡
旋下，伊朗同沙特实现历史性和解。今年，中国和
阿拉伯国家共同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
正如彭博社文章所说，阿拉伯国家相信中国是阿拉
伯国家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
进步力量的增长。

展望未来，中阿合作前景广阔。今年是中阿合
作论坛成立 20周年，同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国
将与阿拉伯国家在务实合作中不断开拓进取，立足
发展主题、加强战略沟通、加深人文交流，推动中
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彭训文、
刘耀阳采访整理）

联合国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前秘书长约翰·斯坎伦——

“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全人类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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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的技术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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