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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OP16看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

COP16是COP15达成“昆蒙框架”
后举行的首次缔约方大会，主题为“与自
然和平相处”。来自190多个政府的上万
名代表齐聚卡利，探讨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现状和前景，审查“昆蒙框架”执行
情况，推动“昆蒙框架”内资源调配。

从大会前后多家机构发布的报告
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依旧严
峻。世界自然基金会10月发布《地球生
命力报告》指出，地球生物多样性丧失
速度惊人。根据该基金会编制的“地球
生命指数”，自1970年至2020年，受监
测的野生动物种群平均规模缩减了
73%。栖息地退化和丧失、过度开发和
物种入侵是主要影响因素。

迁徙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承担着为
植物授粉、运输关键营养物质和碳储存
等作用，是维持地球生态系统活力的重
要媒介。联合国《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
种公约》2 月公布数据显示，近一半迁
徙物种的数量正在下降，超过五分之一
濒临灭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英厄·安诺生说：“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

正在危及迁徙物种的未来。”
“昆蒙框架”确立了“3030”目标，

即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全球陆地
和海洋。COP16开幕前，由非营利组织
海洋保护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3030”目标提出近两年，仅有
2.8%的海洋被评估为“可能得到有效保
护”，照此进度推算，到 2030 年仅有
9.7%的海洋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多方呼吁共同努力

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在
COP16 开幕式致辞中说，人类发展正
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在从经济和科
学角度出发研判这种矛盾的同时，还应
站在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探讨化解矛盾
的可能性。人类应以“生命”为旗帜展开
一场革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
候变化付出实际行动。

大会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同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苏里南、亚美尼
亚等多国元首，共同领导成立了“全球
与自然和平相处联盟”，呼吁世界各国
立即采取行动以守护地球发展。

古特雷斯指出，各国“应采取行动，

加强国家内部和国际努力，建立与自然
平衡、和谐的关系，以可持续的方式保
护、恢复、利用和分享全球生物多样性”。
发达国家应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
诺，发挥带头作用，从明年起每年至少提
供200亿美元以支持发展中国家。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倡导全面实
施“昆蒙框架”，呼吁统筹利用好自然资
源和人力资源，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具
体行动中来，鼓励他们践行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承诺，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各国应对标“昆蒙框架”全球
目标，制定符合国情的行动计划并加以
落实。中国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
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通过“昆
蒙框架”实施倡议、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昆明基金）等引领国际合作，正在全
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今年 1 月，中国更新发布了《中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23—2030年）》，围绕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等4个优先领域部署了27个优先
行动和 75 个优先项目，成为“昆蒙框
架”通过后第一个完成更新生物多样性
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发展中国家。

COP16期间，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支持的首批9个小额项目获得通过，标
志着昆明基金进入了落实“昆蒙框架”的
新阶段。首批9个小额项目包括中东欧
区域1个、亚太区域4个、非洲区域2个、
拉美区域2个，共覆盖15个国家。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执行秘书肖梅克在出席 COP16“中国
角”开幕式时表示，中国担任COP15主
席国6年间，不仅大力推动本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还通过昆明基
金等为全球合作提供重要支持，在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

COP16期间展示了由中国与哥伦
比亚牵头成立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
——智网互联实验室。实验室在数字孪
生领域开展了多项研究，应用场景涵盖
珊瑚礁、红树林等生态系统。智网互联
实验室中方主任罗训认为，在人工智
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加持下，全球生
物多样性合作将迎来更多机遇。

乡城县建成全州首个“生态警察林”
◎张雨 文/图

深秋时节，绚烂的红叶植物成
为山林间的夺目景致。提起红叶，很
多人首先会想到枫叶。其实，红叶植
物种类十分丰富，“红叶家族”成员
很多。

从分类学角度看，红叶植物大
部分属于无患子目中的无患子科和
漆树科，如无患子科槭属植物，包括
元宝槭、鸡爪槭、细裂槭等。在秋季，
它们以独特的叶片形状和绚丽的色
彩，成为知名的红叶观赏树种。漆树
科黄栌属黄栌的叶片在秋季变成艳
红色，是北京香山等地红叶景观的
主要组成部分。漆树科盐麸木属的
火炬树、青麸杨、盐麸木等，叶片在
秋季同样会变红，同时鲜红的果实
如同小火炬或红灯笼挂在枝头，非
常美观。

除了无患子目，其他分类单元
中也有红叶植物。如壳斗科的蒙古
栎、红槲栎及美国白栎等高大的彩
叶树种，是北方秋季赏叶的优良树
种；蕈树科枫香树属的枫香树，树干

通直、树冠宽大，秋叶呈红色，是南
方的红叶树种；大戟科乌桕属乌桕，
叶片在秋季会变为红色或橙红色，
同为南方常见红叶植物。此外，荚蒾
科荚蒾属、木樨科梣属、山茱萸科山
茱萸属、杜鹃花科越橘属、柿科柿
属、千屈菜科紫薇属、蔷薇科李属和
花楸属等也有“红叶家族”成员。

随着园艺技术不断发展，红叶植
物新品种越来越多，它们不仅继承了
野生物种的美丽色彩，还拥有更多样
的特异性。近年来，我国园艺专家通
过人工授粉、诱变育种、实生选育等
技术，选育出许多观赏性更强的红叶
新品种，以叶更红、观赏期更长的优
良品种最为繁盛，如“丽红”元宝槭叶
片在秋天呈现出明亮而艳丽的红色；

“紫霞”黄栌当年生的叶片和枝条在
整个生长季都呈紫红色。

此外，还有一些兼具斑斓色彩
和美观株型的优良新品种。如“福禄
紫枫”枫香树主干挺直，整个生长季
叶片均呈紫红色，且适应性强，填补
了国内常色叶高大乔木彩叶植物新
品种选育的空白。

红叶植物装点着我们的生活，
愿每一次与红叶的邂逅，都能收获
喜悦。

转载自《人民日报》

红叶植物种类十分丰富。从
分类学角度看，红叶植物大部分
属于无患子目中的无患子科和
漆树科

秋天的红叶有哪些种类？

把 自 然 给 你 听讲

◎牛艳婷

国家标准《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效益
评估指南》发布

为建立天然林数据库
提供坚实基础

泸定县开展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

近日，为深入推进大渡河流域
水环境治理公益诉讼工作，持续加
强跨区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协
作配合，共护大渡河流域生态环境，
丹巴县检察院进一步抓实巡查，助
力大渡河生态保护。

巡查中，检察干警沿着格宗镇、
孔玉乡等大渡河流域巡河，通过现
场交流、实地查看、无人机勘验等方
式，着重对大渡河河道及两岸是否

存在水体污染、非法捕捞、河湖“四
乱”等问题进行排查，共同探讨水环
境治理重点难点与对策，并就巡河
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

下一步，丹巴县检察院将进一步
创新工作方法、凝聚多方合力，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为保护大渡河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甘孜作出更大的贡献。

丹巴县检察院 供稿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国家
标准《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效益评
估指南》日前发布，将于2025年4月
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提供了天然
林保护修复生态效益评估的总则、
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评估数
据来源及汇总的指南，适用于全国、
区域尺度及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项
目的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效益监测
评估。

天然林是森林资源的主体和精
华，是自然界中群落最稳定、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
然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兵表示，该
标准的发布实现了天然林保护修复
生态效益从定性评估向定量评估的
转变；从零散、片面、局部的评估转
向全面、系统、标准化的评估；从短
期、分散、阶段性的临时调查，过渡
到全要素、全指标的长期、连续、规
范监测和评估。

标准正式实施后，将为定期发
布全国及地方天然林保护修复效益

评估报告、建立全国天然林数据库
提供坚实基础，也为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
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将为
我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
大工程规划实施提供关键科技支
撑，有助于改善我国生态系统管理，
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该标准不仅具
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还
能间接带来经济效益。

据了解，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
人以前期开展的天然林保护修复生
态效益监测评估工作为基础，结合
国内外相关标准以及天然林生态系
统的特点，在研究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的大框架下，制订天然林保护修
复生态效益评估指南，同时统一我
国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效益评估指
标体系和方法，使评估结果具有可
比性、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为实现
天然林保护修复的生态效益评估奠
定坚实基础。

转载自《人民日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和省、州《关于进
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要求，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调查监
测评估体系，推进生物多样性调查
监测，泸定县积极开展县域生物多
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

明确调查目标，掌握生态底数。
本次调查工作主要目标：一是摸清
泸定县生物多样性的底数，掌握生
物资源的分布、数量、种类等基本情
况；二是发现珍稀濒危物种和特有
物种，建立保护名录；三是评估生物
多样性保护现状，提出保护建议。

开展野外考察，调查方式多样。
泸定县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旨在通

过实地考察、资料收集、样方样线调
查和无人机遥感等方式摸清泸定县
生物多样性资源家底。通过组建植
物学、林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
专家为骨干的调查团队，开展实地
野外考察工作，重点对四川省贡嘎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螺沟国家
级森林公园、泸定县二郎山森林公
园、牛背山风景区、红石公园等生物
多样性典型区域进行考察。

下一步，该县将以开展县域生物
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为契机，推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提升，全力构
建“科学监管、分类推进、全民参与”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新格局。

泸定生态环境局 供稿

丹巴县检察院
助力大渡河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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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信念之树

深耕善治，乡城公安一直在勇毅前
行。近年来，乡城县公安局按照省公安
厅《全省公安机关推进“深耕善治”三年
行动计划》以及甘孜公安“12357”总体
工作思路，以“创新生态警务为品牌、推
动深耕善治为手段、筑牢生态屏障为目
标”，结合辖区实际，历时近一年精心打
造出了全州首个生态警务宣教基地暨
联勤共治中心，并顺利通过甘孜州公安
局工作组的验收，成为全州南路片区首
个“深耕善治”警务品牌创建工作挂牌
观摩点位。

据悉，今年以来，按照州公安局党
委对“深耕善治”创树年工作的安排部
署，乡城县公安局高度重视，积极响应，
高位推进，专门选取电影拍摄地《从你
的全世界路过》处为观摩点位打造地。
先后共投入资金 40 万元，高位创建生
态宣教基地暨联勤共治中心和生态旅
游警务驿站。该中心的建立是集观摩、
宣教、打卡等多功能于一体，系全州首
批具备此类综合功能的“深耕善治”警
务品牌观摩点。点位分为：生态印象、生
态宣传、生态文创、生态要素、生态警
务、生态联治、生态案例、生态荣誉、生
态保护9大版块，是乡城县乃至整个甘
孜州首个生态警务“人与自然”实景式、
沉浸式体验地。

“该中心的建立旨在通过宣传，引
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和发展观。以
讲述生态保护的感人故事、展示破坏生
态的严重后果，激发公众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为初衷。通过联动共治，形成生态平
安共同体，推动全社会共同保护、爱护秘
境香巴拉独有的净土生态环境。”据乡城

县公安局负责人邹雪红表示，今年国庆
期间，生态警务宣教基地暨联勤共治中
心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县在校师生到此参
观打卡。

下一步，乡城县公安局将陆续邀请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感受乡城公安
生态警务创建之路，同时也将举全局之
力将生态警务宣教基地暨联勤共治中
心打造成一张具有乡城本土特色的宣
教名片。

保护绿色之本

今年以来，乡城县公安局森林警察
大队以开展“昆仑2024”等专项行动为
抓手，充分发挥“林长+警长”协作机
制，与林业、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协调
联动，加大对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的
打击力度。

在全国生态日，该县公安局森林警
察大队成功破获一起非法采矿案，被四
川省公安厅评为打击生态环境资源安
全犯罪经典案例。

今年6月，乡城县公安局根据工作

中发现线索，成功破获洛某等人非法采
矿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4 名，扣押景观
石 540 余吨。经查，犯罪嫌疑人为牟取
非法利益，在未办理采矿许可证的情况
下，租用装载机、货车等机具，擅自在乡
城县某河道内非法开采景观石1600余
吨，以货运方式对外销售牟利，经鉴定
非法开采的景观石属闪长玢岩、安山岩
矿石，涉案金额70余万元。该案发地属
于生态保护区域和长江流域，犯罪嫌疑
人在河道内大肆盗采景观石，造成生态
环境破坏和河道水利重大风险隐患。

该案的成功侦破充分彰显了乡城
公安打击环境资源犯罪的坚定决心，发
挥了打击一起，震慑一片的作用，有力
维护了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为守护绿水青山、推进美丽四川建
设贡献了乡城公安力量。

尊重生态之美

乡城县有植物种类615种，树木种
类50余种，以杉、松、柏、桦、杨为主，珍
稀濒危植物有金钱锁、长苞冷杉、海菜

花、延龄草等。县境内中药材资源丰富，
有虫草、贝母、黄芪、秦艽、党参、丹皮、
桃仁、甘松、雪山一枝蒿、独一味、黄芩
及藏医药用的多种名贵药材。

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实效。在
今年的第 46 个植树节来临之际，乡城
县公安局积极联合县检察院、县法院带
领涉及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4名违法行为人，在该县涉案林区
积极开展补植复绿活动，补植的苗木主
要为高山松400余株。

活动现场，50 余名公安、法院、检
察干警和补植复绿责任人在县林草局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挥锹培土、扶苗填
坑。大家挥动锄头，清理杂草，挖好土
穴，一排排树苗按照规划栽入土地，落
地生根，在和煦暖阳的照耀下，愈发显
得生机盎然，为美丽的春景添加了一丝
绚烂的亮色。

补植结束后，各参与部门赓即向相
关责任人进行法治教育，宣传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具体案例，释
明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及其后果，推动
形成全民共抓大保护意识。补植复绿机
制作为修复性司法实践的亮点举措，既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审判政策，惩罚了犯
罪，又使受损生态得以恢复。

此次补植复绿活动是乡城县公安
局首次依托“生态警察林”开展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的野外回迁工作，通过此
次补植复绿活动，有效维护了辖区内
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
实现了“挽救一个人，恢复一片林，教
育一群人”。

共唱和谐之歌

森林资源是自然赠予我们的瑰宝，
文化传承的载体，蕴含着生命的坚韧与
力量。今年 9 月，由乡城县公安局牵头
联合县林草局和全县乡镇在全县林区
积极开展“保护古树名木·守护绿水青
山”为主题的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
活动。

通过现场交流、图片展览、科普宣
教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古树名木保护
知识和政策法规，挖掘古树名木承载的
历史文化内涵，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
受古树之美，让保护古树名木成为全社
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此外，依托生态警务宣教基地暨联
勤共治中心普法宣传基地，积极组织了
一系列“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
主题普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以案普
法、以案释法，让全社会关注、参与、支
持生态保护工作。

下一步，乡城公安将持续认真学习
贯彻上级部门关于深化生态警务相关
部署要求，结合辖区生态环境实际，把
日常工作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做好生
态环境的保护者。

年初以来，乡城公安经过精
心筹备，在县委、县政府和州公安
局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依托深耕
善治三年行动计划，以“防风险、
除隐患、降发案、促平安”为抓手，
以“生态警务品牌”创建为目标，
在甘孜这片大地上率先建立全州
首个“生态警察林”，打造以“党旗
红、警察蓝、生态绿”为主基调的
森警特色品牌，赋能平安乡城建
设提档升级。

这一年，乡城公安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弘扬生
态文明，积极探索生态警务新模
式，全力维护生态安全。

↑图为警务人
员在巡山途中。

←图为小学生
到生态警务宣教基
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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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10月21日至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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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全世界进一步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受到气候变化、物种入侵、过度开发等多重因素影响，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利益攸
关方亟需形成合力，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昆蒙框架”）目标达成。中国在政策制定、资源调动和技术
赋能等方面积极作为，给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