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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日前又一次亮相国
际舞台。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
阶段会议举办的第七届全球地方政府
和城市峰会上，深圳市荣获“生物多样
性魅力城市”称号，并入选“自然城市
行动平台”。这是首届“生物多样性魅
力城市”发布，也是首次有中国城市入
选“自然城市行动平台”，深圳生态文
明建设再添新彩。

对标先进，积极汇聚国
际合力

为庆祝深圳连获两项国际荣誉，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联合龙华区人民政
府、中国环境报社在龙华区举办了“魅
力城市 生态深圳”生物多样性主题活
动，齐聚共享，携手共谋深圳市生物多
样性保护未来发展之路。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
先行者，深圳市已不是第一次站在国
际舞台。

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华介
绍，一直以来，深圳市积极参与国际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先后举办了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国际雪豹保护大
会。连续获邀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COP15）
第一阶段会议及第二阶段会议。讲好
深圳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主动吸取
国际经验。

在 2022 年 11 月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 框 架 公 约》第 27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7）上，深圳市代表团在中国角“生
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边会”等会议
上分享了“深圳经验”。其中，深圳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宣传短片于会议期
间在中国角滚动播出，并在2022年11月
16 日生物多样性主题日作了专门展
示。“深圳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
面始终坚持全球视野，对标国际先进，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张华说。

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院士欧阳志云、深圳自然与
历史研究者南兆旭和国际湿地公约科
技委员会主席、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
护基金会理事长雷光春对深圳获此殊
荣表示祝贺，对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度肯定，认
为深圳获奖实至名归。

张华表示，加入“自然城市行动平
台”，有助于深圳与国际上同样致力于
自然发展的城市开展交流合作，更好
地融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提
升国际认可度。

厚植本底，不断展现生
态魅力

作 为 一 个 实 际 人 口 超 2000 万 、
GDP 超 3 万亿元的超大城市，深圳市
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积极践
行“生态融入城市”理念，全力探索“地
域最小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李水生认
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优先考虑生物
多样性，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手段。

多年来，深圳市通过制定法规、编
制规划、完善考核等改革创新的方式
持续加速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
程。一方面，出台特区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对建设生态监测网络、开展生态
修复成效评估等作出了明确要求，“生
物多样性保护”上升到法规的高度；一
方面，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设置了六大优先领域、17 项行动、60
余项具体任务和近 40 个重点项目；另
一方面，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进生态

文明建设考核，在生态保护修复等自
然生态方面设置考核指标，以刚性考
核倒逼责任落实。

一系列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让深
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了发展蓝图。

在本底调查方面，不断有国家级
保护物种加入“群聊”，成为深圳“生
态宝库”的一员。例如：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动物小灵猫现身七娘山和龙岗园
山，在福田中心区也发现了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植物土沉香，这些重点物种
进一步扩大了分布范围。目前，全市
记录维管植物 2086 种，记录本土陆域
野生脊椎动物 585 种，鸟类种类总数
占全国的 1/4。以深圳地名命名的物
种多达 22种。

全民参与，释放城市发
展活力

保护生物多样性，人人都是行动
者。多年来，深圳市依托良好的社会
组织和志愿服务基础，努力探索公众
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模式。

——在全国率先构建自然教育服
务体系。累计创建 38 个自然教育中
心、22 所自然学校，依托中心和学校
的生态教育资源，携手环保志愿教师
队伍向公众传播生物多样性理念。以

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为例，已经培育
了近 500 位环保志愿教师，累计开展
教育活动 5000 多次，自然学校教育参
与人数已超 11 万人次，成为深圳市宣
传推广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的重要
平台。

—— 培 育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民 间 力
量。作为“志愿者之城”，深圳市拥有
环保组织 141 个，环保志愿者达 18 万
人。深圳市秉持“以一群人带动一座
城”的理念，通过志愿活动凝聚起生物
多样性保护广泛力量，社会公众认识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愿望、参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意识正不断增强。

据悉，深圳市部分新物种和新纪
录由民间爱好者发现和记录。至今已
发现有 3 种植物新种（墨喉南星、深圳
假脉蕨和深圳秋海棠），并发现 36 种
深圳新纪录植物。而一些民间提议也
被纳入城市规划，例如“暗夜保护区”
提议被落实在城市照明规划中，切实
减少光污染，保护鸟类。

接下来，深圳市将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建立“国际红树
林中心”任务，持续推进落实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动计划，组织实施 GEP 核算
提升方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评估，继续探索“地域最小超大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优路径。

继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
户广东省深圳市后，近日，深圳市再
添“国际生态新名片”——荣获“生物
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并入选“自然
城市行动平台”。

短短一个月时间斩获国际殊荣的
背后，与深圳市多年来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扎实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 ，积 极 推 动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密 不
可分。

优势在哪？“敢想敢做”
和提前谋划

发布首个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白
皮书；在全国率先建立并实施系统完
整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制
度；首次在城市尺度开展陆域生态调
查评估；率先在全国构建自然教育服
务体系……这些年，深圳市陆续创新
出台一些规划制度，为其他地区提供
了优秀的经验。

深圳市缘何有这样的底气率先开
展这些工作？

“深圳自建市以来，就被赋予了改
革开放试验田的历史使命，敢闯敢试
早已成为深圳刻在基因里的特色。”深
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文忠告诉记

者，近年来，深圳市积极推动生物多样
性保护主流化，这些探索创新的成绩
既是受深圳市“敢想敢做”的内在基因
驱使，也扎根于深圳市提前谋划、务实
浑厚的工作积累。

“比如陆域生态调查评估，我们坚
持打好基础，从 2016 年就开始启动前
期项目，并谋划开展了陆域生态调查
两期工作，在全国率先将全市区域作
为一个大样地，综合采用遥感、地面调
查、模型分析等方法，首次摸清了城市
生态状况，为城市生态常态化监管奠
定了基础。”文忠表示，“同时得益于
历时 4 年高精度、全覆盖和扎实的生
态调查成果，以及一年多深入细致的
研究对接工作，深圳市最终发布了全
市第一份生物多样性白皮书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作为中国市域最小的超大型城
市，深圳生境多元，山水林田湖草海要
素齐全，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保有了丰
富且典型的区域生物多样性。尽管深
圳陆域面积不足 2000 平方公里，但全
市鸟类种类总数约占全国的 1/4。随
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一些曾经“消
失”的野生动植物重新回归，如水蕨、
唐鱼、豹猫、欧亚水獭等。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主要的

评选标准之一就包括生物多样性状
况，这些都是深圳市得天独厚的自然
禀赋，也是深圳市的底气所在。”文忠说。

有何创新？调动资源恢
复自然状态

深圳市湿地资源丰富，红树林生
态保护工作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2015 年 12 月，福田红树林生态公
园成为中国内地首个由民间公益组织
管理的市政公园，探索构建“政府+社
会公益性组织+专业管理委员会”公
园管理新模式。

“这种运营管理模式下，公园管理
上各方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不仅在人
力和资金上减轻财政负担，还能调动
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文忠说。

持续开展自然教育也是公园关注
的重点。“公园积极发挥社会化参与的
优势，开展课程设计研发、自然导览、
中小学科普活动以及志愿者培训等工
作。”文忠表示，公园启动“学校湿地教
育”项目，开展红树林少年行、琵鹭归
来等系列活动，每年约有 2000 名中小
学师生步入红树林湿地，体验以自然
为师的学习。

同样把自然作为学校的还有广东
深圳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

2014 年，华侨城湿地建立了全国
首个自然学校，基于湿地的自然资源，
依托“一间教室、一套教材、一支环保
志愿老师队伍”的“三个一”模式运营，
通过体验式的自然教育课程，重建公
众与自然的连接，在来访公众心中埋
下一颗绿色的种子。

值得关注的是，华侨城湿地公园
还提出“还自然一个自然的状态”的创
新管理理念，通过从生物视角来思考
湿地公园的管理维护，将“无痕湿地”

“零废弃”等理念融入日常管理中，营
造城市里的“自然”，生物们“自然”的
栖息之所。“截至 2022 年年底，湿地
记录物种已经突破 1400 种，生物多样
性进一步丰富。”文忠说道。

期许几何？打造城市标杆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获评
既是国际社会对深圳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效的肯定，同时也对深圳市今后如
何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文忠坦言。

深圳市担负着“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先锋”的历史使
命，文忠希望以此为契机，未来可以在
生态环境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谋求更多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学习国
际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先进经验
的同时，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

“深圳力量”。
同时，深圳市将以“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先锋”为目标，
集合人才与资源优势，发挥创新引领
活力，重点布局高水平建设都市生态、
高标准改善环境质量、高要求防控环
境风险、高质量推进绿色发展、高品质
打造人居环境、高效能推动政策创新
和高站位参与全球治理，打造生态友
好、健康宜居、绿色韧性的城市标杆，
推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
国际一流城市生态保护体系。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地处深圳湾，
毗邻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国际重要保护湿地香港米埔—后海
湾湿地，占地面积 38公顷，是东亚—澳大
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一个关键生态节
点，是黑脸琵鹭、黄胸鹀等大量候鸟的迁
徙通道，也是小灵猫、豹猫、欧亚水獭、虎
纹蛙、鹗、红角鸮、白胸翡翠、小鸦鹃等大
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行政主管单位
为福田区水务局，2015 年开园后，交由
红树林基金会（MCF）担任公园的管理
运营，是全国首个由政府交给社会组织
托管的市政公园，也是深圳向社会力量
转移公共服务职能的又一次创新。

近 7 年来，红树林基金会（MCF）利
用社会组织的优势，采用低干扰的方式，
逐步修复公园的生态环境，公园的生物
多样性不断提升。

截至 2022 年年底，公园记录野生维
管束植物 736 种，陆域脊椎动物 245 种，
昆虫 1118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6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 29 种，还有红树植物 22 种、IUCN 濒
危红色名录和中国新纪录昆虫十余种
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从零星
几只增长到最高 25 只，从偶尔路过到每
天停留，从静置一处到四散觅食。

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有三种水体：

完全依赖降雨的淡水（湖）、连通深圳湾
的海水和夏季依赖降雨冬季依赖补水调
蓄的咸淡水（湖），呈现出三种湿地生态
系统。通过水资源调配、土壤组分改良
和植被改善来吸引动物；建立定期调查
体系，积累生态环境原始数据，联合科研
院所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邀请专家学
者论证分析结果，验证修复成果，为生境
修复指明方向。

开展自然教育

红树林基金会（MCF）发挥社会化
参与的优势，通过理念传播、学校教育、
公众引导、自然体验、志愿参与等方式，
更广泛地联动社会各界资源，共创、共
治、共享美好的生态环境。

累计投入约 2000 万元自筹资金开
展各类城市生态多样性保护行动。启动
湿地学校教育项目，研发丰富的课程，每年
约2000名中小学师生走出教室，步入红树
林湿地，体验以自然为师的学习。

加强传播交流，创造参与国内外学
习交流活动的机会，面向不同人群，以老
带新、以点带面，最大范围地发挥影响，
每年举办大中型活动 4 场，常规活动 300
余次，参访公众超过 150万人次。

倡导生物多样性纳入城市规划

红树林基金会（MCF）及时学习了
解深圳市国土空间规划、湿地和城市绿
地管理制度，充分论证和展现管理区域
的生态价值，发现土 地 利 用 性 质 和 规
划 中 的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积 极 对 规 划 提
出 适 应 性 管 理 建 议 ，以 减 轻 城 市 化 进
程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的不利
影响。

目前，深圳市正大力推进“国际红树
林中心”建设，红树林基金会（MCF）将
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
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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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

案
例
一

广东深圳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以
下简称华侨城湿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深圳湾填海造陆留下的原深圳湾滩涂，
占地面积 68.5 公顷，其中，水域面积约
50 公顷，拥有近 5 万平方米红树林湿地，
是深圳湾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
国际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中转站之一。

2007 年，华侨城集团受深圳市政府
委托进行接管，将其建成国内面积最小、
深圳市首个国家湿地公园、深圳市首个
省重要湿地，并先后获得“国家级滨海湿
地修复示范项目”“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
社会实践基地”“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银
奖”“梁希科普奖（活动类）”等荣誉称号。

生态修复为主，日常监测
为辅，探索城央湿地管理新
模式

华侨城湿地开创“政府主导、企业管
理、公众参与”的管理模式，提出“还自然
一个自然的状态”的创新管理理念，将

“无痕湿地”“零废弃”等理念融入日常管
理中，以不消杀、不作景观修剪、园区夜
间不亮灯的“三不”原则维护生境，保证
生态链不受干扰。

华侨城湿地实行科学化、精细化、智
能化的日常生境管理，对园区进行全方
位的生态监测，涵盖水质、大气等环境因
子以及鸟类、昆虫等生物因子，及时掌控生
境变化。园内共记录超1300种动植物，其
中，节肢动物超400种，鱼类、沙蚕、螺等底
栖生物超 90种，植物 393种，鸟类 183种。
包括黑脸琵鹭、鹗、白腹鹞等22种国家级保
护鸟类以及凤头鸊鷉、苍鹭等 27 种广东
省重点保护鸟类，其中雕鸮、四斑细蟌等
珍稀物种属深圳首次记录。

经过十余年的悉心呵护，华侨城湿
地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现已成为深
圳湾重要的动物栖息地之一，也是深圳
湾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已然成

为城央的生物乐园、公众的生态博物馆。

保护为基，教育为魂，打
造城央湿地典范

华侨城湿地在保护的基础上，参照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模式，采用“预约进
入 ，免 费 开 放 ”的 方 式 引 导 公 众 参 观 。
2014 年 ，在 深 圳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的 指 导
下，华侨城湿地建立全国首个自然学校，
培育环保志愿教师、青少年志愿者等志
愿者队伍 600 余人，开展教育活动上万
场次。华侨城湿地与暨南大学深圳旅游
学院、深圳大学、南方科学大学等科研院
校联动合作，设立生态实践基地；与深圳
市各职能部门联合开展生态讲堂、“零”
感源自然季等主题活动；在湿地日、世界
地球日等节日开展服务社区活动，引导
公众共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同时，华侨城湿地以深圳为起点，将
自然教育模式传播到全国各地，共享湿
地自然教育工作经验，促进国内自然教
育事业发展。在上海、南京、武汉等 20
个城市分享超 40 次，编撰自然教育教材
30 余本，累计为国家自然教育人才库储
备了近万人的优质师资力量。

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华侨城湿
地将继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推行“全园
教育”，打造都市中的生命绿舟。

社会化参与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能量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案
例
二

深圳“敢想敢做”
成为生物自然栖息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黑脸琵鹭

福 田 红 树 林 自 然 保 护 区福 田 红 树 林 自 然 保 护 区 。。 林志健摄林志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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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滨海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广东深圳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

广东深圳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

“ 魅 力

城 市 生 态

深 圳 ”生 物

多样性主题

活动现场

荣获荣获““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并入选称号并入选““自然城市行动平台自然城市行动平台””

持续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持续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深圳力量深圳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