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达县

康定市

生存家园 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泽仁正光 版式编辑陈雪峰6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距离四
川成都城区这么近的地方有雪豹。”
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副站
长王磊介绍说，收集回来的监测画
面中，有 7 个监测点位的红外相机
都监测到雪豹活动的身影。

根据红外相机的记录，去年10
月 30 日和 12 月 6 日，在同一区域
内，多次拍摄到雪豹活动画面。视频
中可以看到，一只雪豹多次巡视自
己的领地，在镜头前嗅闻地面，时间

长达两分钟。今年1月16日凌晨3时
30分，一只雪豹再次出现在镜头中，
它步伐矫捷，优雅地从镜头前经过。

“雪豹的现身，意味着我们周围
的环境得以改善。”王磊介绍，雪豹
是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它的存在可
以体现整个片区的生态系统的健康
程度。对于雪豹，要有充足“食物”比
如岩羊，还要极少受到外界干扰，有
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

维护这样的物种多样性需要付

出巨大的努力。去年8月，大熊猫国家
公园成都片区崇州管理总站挂牌。在
原有保护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保
护范围，进行了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
施，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有了进一
步的向好发展。“总站的主要工作以生
态保护为主，实施生态工程、保护设施
建设，兼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以
及对进入保护区域的驴友等进行劝
阻，减少人为干扰，保障野生动物有一
个自由生活的环境。”王磊表示。

大熊猫国家公园
越来越多珍稀野生动物出没

1997年至2020年
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用水量下降84%

◎唐海龙 粟新林

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有

“高山精灵”之称的雪豹、成群的

扭角羚……这些珍稀动物画面，

出现在了四川崇州鞍子河布设的

红外相机里。近日，笔者从大熊猫

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了解到，

工作人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鞍子

河区域内布设了11个监测点位

进行红外线相机监测，几天前取

回的红外线相机，记录下了从

2020年10月至今年6月底的监

测画面。

雪豹。

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
滨，消失多年的珍禽异兽正在“归
来”，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这是记者7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 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
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生态环
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
说，近一个时期，关于生物多样性
的新闻很多。祁连山保护区拍摄
到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之
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猫；云
南海拔2000 多米的山林里拍摄
到三只棕颈犀鸟；黑龙江东北虎
进村，云南亚洲象北迁，引起网民
关注；最近鲸鱼又出现在深圳大
鹏湾。野生大熊猫、雪豹等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频繁“现身”。这些现
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

据介绍，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逐步纳入国家各类

规划和计划，如《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2011-
2030年）》等，都对全面加强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做出
部署。2019 年底，我国各类自然
保护地已达1.18万个，总面积超
过 1.7 亿公顷，占陆域国土面积
18%，提前实现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的 2020
年达到 17%的目标要求。我国还
通过建立各类植物园、野生动物
繁育基地，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人工繁育成功，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取得重大进展。

据介绍，经国务院批准，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7月12
日至13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今年论
坛的主题是“低碳转型 绿色发展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由外交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和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

据新华社

珍禽异兽正在“归来”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扭角羚。

“随着栖息地生态保护力度加
大，越来越多的珍稀动物出现在了
监控镜头里。”王磊表示。除了雪豹，
记者在红外线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
里还看到：大熊猫在雪地悠闲地踱
步；岩羊在嗅闻觅食；绿尾虹雉伸长
脖子东张西望，警惕地打量周围；扭
角羚带着几只小宝贝出现在雪峰
上，小扭角羚散步觅食，“家长”也警
惕地望着周围……

王磊介绍说，因为红外线相机
的安装都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工作

人员去安装和收集的时间成本较
高，一般是4个月到半年收集一次。据
悉，半年多时间里，红外相机共拍摄到
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绿尾虹雉等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6种，黑熊、岩羊、
水鹿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10种。

“这些珍稀动物的出现，再一次展
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从
去年成立以来进一步加强管控，减少
人为干扰取得的成效。”王磊表示，大
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多次发现雪豹
活动踪迹以及其主要猎物岩羊，也证

明了崇州片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
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作为成都市西控核心区域，崇
州全域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42.1%，
境内拥有108平方公里的国家森林
公园。尤其崇州区域包含鞍子河自
然保护区、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鸡
冠山——九龙沟风景名胜区和部分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
地，是邛崃山脉大熊猫种群交流的
最关键通道和核心连接纽带，被誉
为“大熊猫的爱情走廊”。

生态环境向好发展
在同一区域频现雪豹身影

森林覆盖率高达42.1%
珍稀动物来这里“扎堆安家”

7月1日起，由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和赤水河流
域保护条例同步实施。赤水河是众多珍稀特有鱼类的栖息地和繁殖场所，三省共同立法，对推进协同

治理、依法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地方流域跨区域联合保护提供了经验借鉴。
新华社 发

为促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部和中央文明办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是国内首份专门针对生
态环境志愿服务工作的全国性行动纲领文件，将为其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
社会变革。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
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十四五”时期，推动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目标
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除此之外，力争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不仅是一项重
大决策部署，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绝不是轻轻
松松就能实现的，亟需社会各界的深度参与。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生动体现，
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力量。随着时代发展变化，人
们参与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的方式也几经变迁。不论是植
树种草、清理河道垃圾，还是走进校园做环境教育、在自
然保护区做公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厚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土
壤。当建设美丽中国写进“十四五”规划，生态环境志愿
服务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意见》首次明确了生态环境志
愿服务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包括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和科
学普及等五个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向标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推动生态环境
志愿服务工作持续健康发展须久久为功。一方面，生态
环境志愿服务既需要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行业
的人群广泛参与，也需要专业人才发挥优势和特长；另
一方面，打造一批品牌项目，发挥典型项目的示范带动
效应，是提升服务水平、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每个人
的关心、支持和参与。从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发展，
到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环保主题实践活动，再
到生态文明教育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一系列政策“组
合拳”不断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快了

“要我环保”到“我要环保”的转变过程。以推进生态环
境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为契机，不断
壮大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以此带动越来越多人加入
到低碳生活、绿色环保的行列中，是落实《意见》的必然
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营造绿色低碳生
活新时尚，每一份努力都将汇聚成美丽中国建设的强
大合力。

◎张近山

水利部近期发布了 2020 年
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数据显示，
1997年以来，我国用水效率明显
提高，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
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
呈显著下降趋势，耕地实际灌溉
亩均用水量总体上呈缓慢下降趋
势，人均综合用水量基本维持在
400—450立方米之间。1997年至
2020年，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
量由492立方米下降到356立方
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了
84%、87%（按可比价计算）。与
2015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分别下降28.0%和39.6%（按可比
价计算）。

2020年，全国人均综合用水
量 412 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
值（当年价）用水量57.2立方米，
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

32.9 立方米，耕地实际灌溉亩均
用水量 356 立方米，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0.565。

从水资源量看，2020年全国
降水量和水资源总量比多年平均
值明显偏多，大中型水库和湖泊
蓄水总体稳定。2020年全国水资
源总量为 31605.2 亿立方米，比
多年平均值偏多14.0%。其中，地
表水资源量 30407.0 亿立方米，
地下水资源量8553.5亿立方米，
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为
1198.2亿立方米。

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的
10131 个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水利部）站点和 4279 个国家地
下水监测工程（自然资源部）站点
进行评价，2020年，东北平原、黄
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浅层
地下水水位总体上升，山西及西
北地区平原和盆地略有下降。

据《人民日报》

甘孜日报讯 近日，康定市
2020 年省级财政草原生态修复
治理项目施工单位在该市塔公
镇江巴村举办了康定市 2020 年
省级财政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
目农民工工资发放现场会。

康定市林草局草原站工作
人员、塔公镇政府领导、江巴村
村干部和康定市 2020 年省级财
政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监理

单位参加。现场会上，参与项目
建设的当地农牧民在农牧民工
资花名册上签字确认后，施工单
位为参与实施项目的农牧民发
放了劳务费。

据了解，康定市2020年省级
财政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建
设，使当地农牧民增加了30万元
的劳务收入，促进了农牧民就业。

康定市林草局

甘孜日报讯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近年来，色达县树牢保护生
态、利用生态、优化生态、转化生态
的绿色发展理念，延长产业链形成
规模效应，助农增收效果明显。

产业“富民”。采取“龙头公
司+专合组织+农牧群众”等模式，
探索绿色生态经济产业发展路
子，建成高原蔬菜、中藏药材等绿
色生态经济产业基地1万余亩，绿
特产品实现年均产量0.8万余吨、
产值8000余万元。

政策“惠民”。实施天保工
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山育
林、森林抚育等政策，累计兑现
草原“奖补”、集体林生态效益补
偿等生态惠民资金3.32亿元。

就业“喜民”。组建造林合作
社5个，累计承接各类造林种草项
目23.51万亩，助力贫困群众930
人次实现每年户均增收1.6万元，3
年投入1796万元，选聘生态护林
草员2954人次。

县融媒体中心 尼公

释放“生态红利”助农增收

2023年底
四川省各市州危险废物
规范收集率将超90％

据《四川日报》讯 近日，省生
态环境厅制定并印发了《四川省
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试点工
作方案》。到2023年底，全省危险
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基本建
立，中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
物收集、贮存、转运、处理逐步规
范，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各
市（州）危险废物规范收集率达
到90%以上。

试点将在全省各市（州）同
步推进，重点对工业园区和工业
集中区、中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
险废物产生单位较多、辖区内尚

未设立综合性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设施的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全
省总共布局危险废物集中收集
贮存试点单位58个。将全省危险
废物年产生量 100 吨以下（含
100吨）的工业企业，机动车维修
与报废拆解单位，实验室、家庭
源危险废物及农药包装废弃物
等纳入集中收集范围；对危险废
物年产生量大于100吨的大型企
业，其产生的少量废矿物油、废
荧光灯管、废活性炭等，原则上
可纳入收集范围。

殷鹏

绿尾虹雉。

（图片来源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
工作有了行动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