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禾

中国发表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我国
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实施，首批国
家公园正式设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
效显著，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稳步推
进绿色冬奥……岁末回望，2021年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步履铿锵。今年以来，全国339
个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明显提高，10月
更是超过了九成。1—10月，全国地表水考
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2.6%，同比上升
1.2个百分点。由于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稳步推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我国已成为亚太地区森林
面积增幅最大的经济体，截至目前森林覆
盖率超过23%，1.18万个自然保护地已成
为各种生物共同的家园。这一年，我们以
绿色为底绘就美丽中国画卷。

绿色画卷1：国务院发布《指导意
见》，擘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蓝图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2月2日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强调要全方位全过程推行
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
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

点评：《指导意见》让绿色发展有了全
面而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随后上
海、浙江、陕西、辽宁等多地因地制宜制定
了自己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任务书”。相
信通过不断努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正愈行愈近。

绿色画卷2：我国首部流域法律
长江保护法实施，依法守护母亲河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和我国第一大
河，长江经济带面积只占全国21%，但废水
排放总量却占全国40%以上，单位面积化
学需氧量、氨氮等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1.5倍至2倍。

在“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长江保护
法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从今年3月1
日起施行。其统筹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
治理，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统筹治理”的
生态系统观，将长江流域资源的相关要素、
多种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进行综合平衡和
立法稳固，从根本上夯实了长江大保护的
制度保障。

点评：长江保护法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立下了“规矩”，将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放在压倒性位置，加大了
对长江流域的水污染防治与监管力度，为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绿色画卷3：大熊猫、藏羚羊“降
级”，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成效显著

7月7日，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
司长崔书红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野生生物生境得到有效改善，大熊猫野
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

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在大熊猫“降级”
后一个月，国家林草局也表示，随着生态保
护力度加强，我国藏羚羊数量已增至约30
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
种。

今年5月的数据显示，极度濒危的海南
长臂猿，从低谷时的7至9只增长到了33
只，第五个家庭群正在形成；朱鹮从发现时
的7只恢复到5000余只；白头叶猴从80年
代的300余只恢复到1300多只……

点评：“国宝”大熊猫、藏羚羊受威胁程
度降级是对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极大
肯定，但大熊猫仍是中国头号“旗舰物种”，
藏羚羊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谓“降
级”是指受威胁程度降级而非保护程度的
降级，降级并不会影响对其保护的力度。

绿色画卷4：全国碳市场启动上
线交易，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7 月 16日，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全国碳排放权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
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第一个履约周期
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
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据统计，截至
12月13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
累计成交量8494万吨，累计成交额35.14
亿元。

全国碳市场的开市意味着技术先进、
碳排放量少的企业在碳市场中将占据优势
地位。碳排放量超出规定配额的重点排放
单位，可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植树造林增
加碳汇等方式抵销超量排放部分。

点评：国内外实践都表明，碳市场既能
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又能为
减碳提供经济激励机制，降低全社会减排
成本，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投资，为处
理好经济发展与减排关系提供有效的政策
工具。

绿色画卷5：“双碳”目标顶层设
计出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路径
更清晰

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
布，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2030年和2060
年的多项关键指标任务，为“双碳”工作进
行了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

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一步
明确各地区要准确把握自身发展定位，结
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资源环境禀
赋，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梯
次有序推进各地区实现碳达峰。

点评：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毫无疑
问是最热的词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见》在“1+N”政策体系中发挥统
领作用，是贯穿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的
顶层设计文件，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时
间表、路线图、方向和任务。《方案》则是“N”
中为首的政策文件，为实现2030年前碳达
峰目标提出了具体行动方案。

绿色画卷6：倡导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发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强音”

10月11日至15日，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
云南昆明举行。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推动制定“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绘制未来10年乃
至更长时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蓝图，
到 2050 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愿
景。在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发表了“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的主旨讲话。

点评：“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向世界
发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强音。”生态
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明确指出了生态保护
的方向和路径，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理念、举措和成效，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
中国智慧。

绿色画卷7：我国发布首部《中国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10月8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白皮书发布，这是中国在生物多样性领域
的第一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把保护
纳入各地区、各领域中长期规划，加强技术
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不断提升生物多
样性治理能力，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体系。

点评：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白皮书的首次发布，表明中国高
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斐然。

绿色画卷8：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
园，加快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发展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10月12日，

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
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作为世界上12个生物多样性特丰国家
之一，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
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
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
园体系。同时，本着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
保护相结合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
物园体系建设。

点评：为探索改变保护地管理“九龙治
水”现状，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制，并按
照“山水林田湖”实施整体保护和系统保
护，从2015年开始我国陆续选取10个地方
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今年我国正式设
立首批国家公园，将更好、更快地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绿色画卷9：发表应对气候变化
白皮书，中国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新格局

10月27日，国新办发表《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这是我国继
2011年以来第二次从国家层面对外发布的
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中国实施能源安全新战
略，能源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初步核算，
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
比重提高到15.9%；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
2.6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3以
上。白皮书还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
候变化支撑保障能力建设，不断完善温室
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提升科技创新支
撑能力，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转移
转化。

点评：我国采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
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建立市场机制、增
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正如生态环境部
副部长叶民所说“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
气候治理，以中国理念和实践引领全球气
候治理新格局，逐步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绿色画卷10：稳步推进绿色冬
奥，在冰雪休闲中饱览生态之美

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筹办，始终坚
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原则。目前，北京
冬奥会3个赛区12个竞赛场馆全部按时
交付并通过绿色建筑认证，冬奥场馆将
实现100%绿色电能供应，不仅从源头减
少场馆碳排放，还积极开发、利用可再生
能源。

此外，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和建设促进
了赛场所在地的绿色发展。承办越野滑
雪、跳台滑雪等比赛的河北张家口崇礼区，
实施以体育休闲产业为主导的“生态文
明+旅游产业”战略，2021年被生态环境
部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开辟
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崇礼路
径”。

点评：通过高科技等手段，借冬奥会热
潮带动“绿色生态+冰雪运动”的体育休闲
旅游新风尚，让体育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
相融，确保人们既能尽享冰雪运动的无穷
魅力，又能饱览大自然的生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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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12月15日，北京猛禽救助中
心在北京西郊永定河畔将一只康
复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雀鹰
放归自然，这是北京猛禽救助中心
成立20年来放飞的第3039只猛
禽。

猛禽在维持环境健康、生态平
衡以及控制鼠害、虫害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它们处于鸟类食物链
顶端。全球已知猛禽现有549种，
中国目前有99种，所有猛禽都是
国家二级或一级保护动物。

2001年，国际爱护动物基金
会（IFAW）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
成立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中心就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这里的

“病人”是猛禽，还配有药房、手术
室、X光室、病房，有专门做生化、
血常规的设备、可调节温度的体
检台、恒温恒湿的保温箱等，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将其指定为“专项
猛禽救助中心”。

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猛禽康复
师周蕾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采访时介绍，北京猛禽救助
中心成立20年来，共计接救雀鹰
超过320只，其他常接救猛禽包
括红隼（超过1500只）、红角鸮
（超过900只）以及纵纹腹小鸮
（超过590只）。截至目前，北京
猛禽救助中心累计接救猛禽39
种、5500多只，超过54%的猛禽
经救治康复后放归野外。

周蕾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专
业都是昆虫分类，她最初参加中
心的对外宣教活动，因此与猛禽
结缘，并走进中心做了志愿者，

“主要是告诉公众诸如猛禽是什
么样的，猛禽的正常科学救助操
作流程，还有公众看到猛禽怎么
去帮助它们等内容。”周蕾对记者
说，当志愿者时她学会了一些简
单的动物护理知识。后来，周蕾
正式加入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成为
一名猛禽康复师，既当医生又当
护士，治疗和照护猛禽们。

周蕾向记者介绍，北京猛禽
救助中心每年平均接收200多只
猛禽，大部分都是好心市民发现
的。把受伤猛禽接到救助中心
后，首先要给它做全套体检，根据
结果再做针对个体的康复治疗计
划，并且在执行过程中还需不断
调整，最终目标是要把猛禽重新
放回到野外。

平时工作中，周蕾和同事们
并不会像宠物医师那样和救治对
象亲密无间，而是尽量减少与猛
禽的非必要接触，以保持它们对人类的正确认知和警惕
心理。每次去接救现场，周蕾和同事们都会带一个蓝色
专业运输箱装受伤猛禽，这种箱子可保持相对封闭的黑
暗环境，还有通风孔保证猛禽呼吸，能减少猛禽的应激
反应，可最大限度避免它由于紧张造成羽毛折损甚至骨
折等。救助中心室内室外笼舍都安了监控，除了体检和
治疗，其余时间康复师都避免出现在笼舍，只在电脑前
观察猛禽的举动，尽可能为它们创造安静环境。在康复
治疗的整个过程，康复师也会用毛巾或布套遮住猛禽眼
睛，减少它的应激反应。周蕾说，“做野生动物救护，动
物康复后还是要返归自然的，如果跟人建立了亲密关
系，最后会影响动物的野外生存能力。”

周蕾举例说，“每年夏天，北京是很多鸟类的繁殖高
峰期，好多离巢练习飞行的小鸟，可能由于力量、技巧等
多种原因会掉落地面，回不去巢里了。“像这种接回来的
幼鸟我们会优先不去一口一口的把食物喂给它，而是鼓
励小鸟自己去进食，如果说真的特别小的“鸟宝宝”，需要
人去喂的话，需要把自己‘伪装’一下，比如把自己装成一
棵大树，或者至少也要拿着硬纸板挡住自己的脸，然后戴
上手套或者用手偶去喂它们。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它看见
喂食者的样子，产生长这个样子的人会给我食物的这种错
误认知，如果让它跟你产生这种关系的话它出去之后很可
能就会去找人类，不能再回到自己的野外种群了。”

“如果大家在野外发现健康的猛禽宝宝，可以通过
各种工具把它放回到巢里或者离巢较近的安全区域。”
周蕾提醒说，如果找不到鸟巢在哪儿，或者树太高了没
办法放回，一定要把它交给专业的救助机构。因为我国
所有猛禽都是二级以上保护动物，个人饲养是违法的。
而且雏幼鸟的救助，有许多需要格外关注的地方，如食
物的选择、日常维生素和钙的添加、喂食量的随时调整
和康复笼舍的布局等，个人饲养易对幼鸟造成伤害。

每一只受伤猛禽康复后，最终都要让它们“出院”回
归大自然，但放飞的地点和时间却很有讲究。周蕾介绍
说，要根据猛禽的生物特性去选择放飞的时间和地点，
不能随便放飞。

“我们去接鸟时，常听有人说这个鸟给到你们就放
心了，这时就觉得做这项工作挺有意义。当看着自己
或团队救助的鸟康复后重新飞上蓝天，我就像大夫看
到病人痊愈出院一样欣慰，有一种成就感。”周蕾对记
者说，这些年公众动物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很多人
在发现伤病猛禽时，会第一时间联系居委会、派出所、
救助站等政府或专业机构来救治；特别是还有越来越
多的救助人能第一时间做出科学安置，确保受伤猛禽
可得到安全救助。

倡导共建地球生命体、设定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施长江保护法、成立国家公
园、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发布气候变化白皮书、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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