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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编制《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新华社海口5月22日电（记者高敬
陈凯姿）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22日表
示，我国更新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正在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实施方案》，支持国家战略与行动
计划落地落实。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
年主题为“生物多样性 你我共参与”
（“Be Part of the Plan”）。2024年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当天在海南
省五指山市举办。

“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和最早签
署、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
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
护。”黄润秋在活动中说。

他介绍，我国不断健全法规制度体
系，大力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水
平。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形成“1＋
4＋N”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创新实
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保护超过
30％的陆域国土面积。推动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
续加强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

组织开展生态系统资源调查、物种资源
调查和各类资源普查。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实施52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推进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数据显示，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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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国积极深化国际合作，为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国，引领达成
历史性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并联合多个缔约方以及国
际组织共同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

作为COP15主席，黄润秋呼吁，各
缔约方对标“昆蒙框架”，加快推进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进程，更新国家生物多样
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积极调动各方资源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各方要落实承
诺，大幅提升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
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全面平衡
有效执行“昆蒙框架”。

东北虎、海南长臂猿等
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记者22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
来我国系统实施极度濒危野生动物
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
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
培植、放归或回归自然等多种措施，
加强濒危物种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
东北虎、海南长臂猿等300多种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自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以来，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达到
70只左右，野生东北豹达到80只左
右。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从20世纪
80年代约1100只增长到近1900只。
三江源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
复到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
降为“近危”。武夷山国家公园新发
现雨神角蟾、福建天麻、武夷林蛙等
多个新物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霸王岭片区是全球最濒危灵长类
物种海南长臂猿唯一分布地，海南长
臂猿种群数量由5群32只增长到6群

37只。
此外，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300

多头。中华穿山甲分布点位不断增
加。全国麋鹿分布点从引入时的2个
发展至93个，麋鹿种群数量已达上
万头，成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领域野
外种群恢复的成功典范。

华盖木由最初发现时的6株增长
到1.5万株，巧家五针松由最初发现
时的34株增长到3000多株，百山祖
冷杉从最初发现时的3株成功野外回
植4000多株。

我国还印发实施国家植物园体
系布局方案，确定16个国家植物园
候选区。目前，已在北京、广州正式
设立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
园。到2035年，将力争设立10个左
右的国家植物园，使80％以上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70％以上珍
稀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有效迁地保护，
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国家植物园体
系。 新华社记者 胡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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