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67113791（发行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市监广登字20170102号 零售：1.50元 年价：390元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王四营乡孛罗营村）

专题04
2023.05.22 星期一

责编: 程梓桐
电话: (010)67116583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zkyb@sina.com

呵护万物生灵呵护万物生灵 成都在行动成都在行动
北 纬 30 度 ，中 国 西 南 角 ，源 源

不 断 的 雪 水 汇 成 岷 江 ，滋 润 了 天 府
之国——成都的千年繁华。

在这里，作为全球海拔落差最大
的特大城市，从低到高分布着亚热带
山地常绿阔叶林到高山流石滩植被类
型的完整序列。

在这里，自然禀赋造就了无与伦
比的生物多样性优势，生物种类繁多、
门类齐全，特有、珍稀物种异常丰富，
被誉为“中国西部花园”。

在这里，成都作为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首提地”和“示范区”，
不断助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目标落地落实。

在这里，2000 万成都人诗意栖居
在 雪 山 下 、星 空 中 ，共 同 守 护 万 物
生灵。

成都市是全球 34 个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之一，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生
物多样性宝库”，红豆杉、大熊猫、川金
丝猴……众多珍稀的生物物种在这里
生活、繁衍。2022 年，在第七届全球
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全球地方政府
和城市角——中国日”上，成都市获得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
成都市有何生态“家底”？地处青

藏高原向低海拔的过渡地带，相对高
差超过 5000 米，是全球范围内海拔落
差最大的特大城市，成为唯一分布有
七大完整植被类型的省会城市。得天
独厚的自然禀赋，造就了成都无与伦
比的生物多样性优势。

成 都 市 划 定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1496.61 平方公里，积极推动建立以大
熊猫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
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4级6类
45个，总面积47.4万公顷，占市域国土面
积的33.09%。这其中，受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稀濒危动物有 55种，如大熊猫、雪
豹、羚牛、林麝、川金丝猴、绿尾虹雉等，
都是生物界的“明星”。以大熊猫为例，
成都市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上世纪
80 年代野外抢救回来的 6 只病、饿大
熊猫为基础，种群已经壮大到 237 只，
成了全球最大的大熊猫人工繁育迁地
保护种群。

成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画

卷还在不断呈现，全市有高等野生植
物 3139 种，占全国高等植物总种数的
10.08%，占四川省高等植物总种数的
28.76%，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共
89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 4 种，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85种。兽类 114
种，占全国兽类总数的 16.45%，占四川
省兽类总数的50.67%，国家重点保护兽
类共 29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兽类 10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兽类19种。现有
鸟类533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32.88%，
占四川省鸟类总数的65.63%，中国特有
鸟类18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共121种，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9种，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鸟类102种。现有两栖动物32
种，占全国两栖动物总数的 6.21%,占四
川省两栖动物的17.98%，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两栖动物 4 种。现有爬行动物 41
种，占全国爬行动物的8.02%，占四川省
爬行动物的38.32%，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爬行动物4种。成都市现记录昆虫3779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昆虫14种。分布
于成都市江河的鱼类共有 122种，分隶
于7目17科77属；分布于成都江河的水
生生物 791种，其中浮游藻类 409种，浮
游动物92种，底栖动物210种，水生维管
束植物80种。

无论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还是
翩翩起舞的萤火虫，都是成都生态环
境持续性优化和改善的最好例证。

近年来，成都市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从 132 天增加到 299 天，PM2.5

浓度累计下降 58 个百分点，每年有 70
余天能够在市区看见雪山，“窗含西岭
千秋雪”胜景常现。全市优良水体比
例提升至 100%，观测到的鱼类达 122
种，“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现身成都
月牙湖。新增城市绿地 1845 公顷，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44.5%；绿色
产业规模突破 2500 亿元。

过去十年，成都市不断推动“城市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示
范区、城市人民宜居宜业的示范区、城
市治理现代化的示范区”建设，一幅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面不断
呈现，一个个生态惠民的新场景、新模
式持续“上新”，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进一步凸显着成都市
民的幸福指数。

邛崃篇：点点萤火照亮生态之美

蒲江篇：绿水共金山一色

高低起伏的森林绵延不绝，薄雾
萦绕在山间，如梦如幻。成都市蒲江
县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 路 ，2022 年 ，县 域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7.04%，排名成都市第一，空气环境质
量持续达标，先后获评全国首批、全省
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中国
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
四川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等荣誉。

天更蓝、地更净、水更清，蒲江尽
显绿色之美。

提升环境质量，筑牢生物多样性
安全屏障。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保卫战”，实施生态系统质量提
升工程，系统推进全域水质提升工程，
推进大气污染工业源、扬尘源、移动源、
面源污染治理，全域推广有机肥替代化
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两个替代”
工程……2022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
名全市第三，省控、市控断面水质持续保
持Ⅲ类标准，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0%达
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保护生态系统，厚植生物多样性
生态本底。实施生态系统质量提升工

程。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和天然水域
禁捕，开展小水电清理整治，实施长秋
山生态修复工程，涉及浦江县长秋山
域 136 平方公里，以打造森林氧吧、雪
山云瀑观景长廊、成都“双碳”试验区为
建设定位，将长秋山打造成为具有国际
标准、蒲江特色的全景式郊野森林公
园。全面深化林长制，加大川西林盘保
护与修复力度，严格实施 25 度以上坡
耕地还林还草，对马尾松实行“挂牌保
护”，加大水源涵养区水源涵养林保护
建设力度，2022 年，查处涉林违法案
件 8 起，全年新增生态林 550 亩，森林
覆盖率达 67.04%，居全市第一。

摸清资源底数，提升生物多样性
保护水平。蒲江县生物多样性（物种）
资 源 调 查 显 示 ，县 域 内 有 维 管 植 物
165 科 564 属 1034 种，脊椎动物 32 目
95 科 327 种。建立林业有害生物监测
预报网络体系，保护具有生态功能的
乡土物种，划定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
区域功能区，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湿地
生物多样性、农田生物多样性和生物
生态廊道实施分类保护。

郫都篇：饮用水水源地与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

都江堰篇：通往大熊猫保护终极目标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1997 年经国务院审定发布并正式命
名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
区，是全国 35 个大熊猫保护区之一，
被中国科学院列为全国生物多样性

“五大基地”之一。
近年来，都江堰市狠抓资源保护、

科研监测、交流合作和科普教育，着力
提升管理水平，保护区内大熊猫、川金
丝猴等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增长
趋势，濒危野生植物保护良好、高山峡
谷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缓慢恢
复，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强化资源保护。积极开展本底资
源调查，先后开展“5·12”地震灾后综
合科学考察、光光山综合科学考察、扭
角羚专项调查研究、苔藓专项调查、蝶
类专项调查、川金丝猴种群调查等 10
余项野外调查项目和科学考察活动，
切实掌握生物多样性、景观生态体系、
潜在可利用资源等情况。

加大资源保护力度。围绕动植物
保护、打击违规经营行为等重点内容，
开展武装巡护、拉网式样线巡护，高密
度开展日常巡护，充分运用无线数字
视频监控、无人机等科技手段，严厉打
击破坏森林资源、偷挖、盗伐、捕猎等
违法行为。

强化科研监测。确定 5 公顷中国
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植被永久样
地、10 个地震灾后植被自然演替监测
固定样地、两栖爬行及小型兽类监测
样 地 ，建 成 10 条 生 物 多 样 性 监 测 样
线、大熊猫专项样线、60 个红外线自
动相机监测样线。

开展珍稀植物繁育、大熊猫栖息
地生物多样性、地震植被自然演替监
测等监测项目，全面覆盖实验区、缓冲
区 、核 心 区 ，动 态 监 测 动 植 物 基 础
数据。

探索大熊猫野化放归机制，争取
国际合作资金建设大熊猫放归适应性
训练圈项目，组建大熊猫放归监测队
伍。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合

作，在保护区内放归“琴心”和“小核
桃”两只大熊猫，并开展了长达两年的
野外监测工作，开创了成都市首次放
归圈养大熊猫的先河。

强化交流合作。先后与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等国内外保护与研究机构建立合
作关系，陆续开展龙溪—虹口自然保
护区综合科学考察、大熊猫栖息地野
外调查与巡护协同系统研究、金丝猴
专项调查研究、扭角羚专项调查研究
等系列科研合作活动，进一步提升保
护能力。

2021 年 10 月 18 日，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考察组一行到访
都江堰，就都江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考察，时任秘
书处执行秘书的伊丽莎白·穆雷玛给出
了“都江堰在文化遗产地、自然遗产地生
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成效
显著”的高度评价，进一步扩大了都江堰
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影响力。

强化科普教育。在全国创新开设
“熊猫课堂”，设立 12 个自然教育示范
基地，组建熊猫讲师、熊猫志愿者队伍
300 余人，积极开展“大熊猫生态旅游
节”“UNDP熊猫使者走进都江堰”等自
然科普教育活动，以体验式、沉浸式方
式切实加大自然科普宣传教育力度。

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联合
出版《大熊猫家园》科普教育丛书，入
选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系列教
材，登上中国科学院科学杂志《生命世
界》封面故事，并被纳入都江堰市 7 所
小学课堂实验教学。

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课堂。“都江堰
生物多样性小丛书”包含《多彩的植
物》《神秘的野兽》《奇妙的鸟类》《丰富
的景观》四册，以图文并茂、中英文对
照的方式，展示了都江堰市的物种多
样性、遗传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鼓励
青少年热爱大自然、尊重生命、保护野
生动植物，以实际行动珍爱野生动植
物，共同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大邑篇：建设熊猫家园 维护生物多样性

者保护队”，对景区原住民、商家和志
愿者进行培训，提升大家的生态保护
意识和萤火虫保护技能。四是大力开
展生态科普教育，让小朋友和家长一
起亲近自然、研究萤火虫、保护萤火
虫。在景区持续保护和培育下，萤火
虫种群和数量出现井喷状态，目前，景
区已发现 26 种发光萤火虫品种，数量
和品质均居全国前列。

创立“萤火森林”品牌，实现生态
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天台山景区大
力实施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以独特的

萤火虫资源孵化生态产品、创新文旅
活动，于 2022 年创立“萤火森林”全新
生态文化旅游品牌，使天台山景区成
为 自 带“ 荧 光 ”效 果 的 网 红 打 卡
地 。 围 绕“ 萤 火 森 林 ”这 个 品 牌 ，天
台 山 景 区 深 度 研 究“ 萤 火 ”生 物 资
源 和“ 森 林 ”植 物 资 源 的 价 值 ，充 分
挖 掘 地 方 特 色 文 化 内 涵 ，形 成 了

“ 春 看 漫 山 野 花 、夏 享 戏 水 观 萤 、秋
探 层 林 尽 染 、冬 赏 雪 巢 名 胜 ”的 四
时景观，实现了从自然风景到发展前
景的华丽蜕变。

“雾柳暗时云度月，露荷翻处水流
萤，萧萧散发到天明。”在这首《浣溪
沙》的文字流转中，不知勾起了多少人
脑海中那熟悉的记忆——流萤。

在距离成都市区 110 公里的天台
山，有 20 多种萤火虫聚集生活，数量
和品种均居全国前列。

每到萤火虫的活跃期，以三叶虫
萤为代表的 20 多种萤火虫聚集生活
在此，使天台山成为亚洲最大的萤火
虫观赏基地和中国首家萤火虫生态旅
游景区。成千上万的小精灵翩翩飞
舞，萤光闪烁，蔚为壮观，如“星光大
道”绚丽夺目，描绘出一幅尊重自然、
保护生态、和谐共生的魅力画卷。

萤火虫是一种可视化的生态指示
物，存活条件十分苛刻，对空气和水质
的要求极高。众多萤火虫聚集于此，
是天台山景区良好生态品质的佐证。
近年来，邛崃市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依托天台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丰
富的萤火虫生物资源，实施萤火虫生
态旅游发展模式，以独特的萤火虫资
源孵化生态产品、创新文旅活动，以小
小的萤火虫唤醒了大众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意识，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空间
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实践，实现了生态
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换，让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

实 施 资 源 普 查 ，摸 清 资 源“ 家
底”。《邛崃市天台山风景名胜区（天台
山森林公园）野生动植物资源本底调
查报告》显示，风景区内森林覆盖率达
95%，拥有亚热带天然次生常绿阔叶
林等珍贵植被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
丰富。2021 年，天台山景区对景区萤
火虫资源进行了专门的摸底调查。调
查发现，天台山景区拥有萤火虫品种
26种，占全国萤火虫种类的 16%。

依托景区安全管理网络，强化生
态保护。天台山景区强化部门联动，
依托智慧景区系统，整合现有的专兼
职巡查队伍，加强日常巡查，坚决打击
乱砍滥伐、乱捕滥猎、乱采滥挖等破坏
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物防与人防、
技防措施一起，共同筑建起天台山常
态化管理网络。

多措并举，实施生态环境持续性
动态保护机制。为确保萤火虫种群稳
定，天台山景区成立了天台山萤火虫
研究院，划定萤火虫生态保护红线，设
立了萤火虫保护区，采用多种方式长
期持续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一是坚持

“建设施工为生态保护让道”的原则，
在景区改造过程中，对萤火虫繁育区
采取保护措施。二是投入资金实施污
水治理工程，建设了污水处理设施 32
座。三是成立了“天台山萤火虫志愿

沼泽、水草、油菜花、白鹭，伴着此
起彼伏的鸟鸣声……5月的郫都区云桥
湿地，展现出一幅纯粹的自然生态景观。

云桥湿地位于成都市主要水源地
徐堰河、柏条河流域，是重要的水源涵
养地，湿地总面积 280 亩，滋养着数百
种野生动植物，其中不乏具有较高保
护价值和科研价值的品种。柏条河、
徐堰河并流最窄处原本生态较为脆
弱，而云桥湿地与毗邻的净菊湿地恰
好构成了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两条主要
取水河道的坚实生态屏障。

云桥湿地是郫都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一个缩影。郫都区通过构建“人
防+物防+技防”的监管体系，划定水
源地保护区 63.48 平方公里、生态红线
2.25 平方公里，协同推进饮用水水源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持续保持 100%达标。与此同时，郫
都区大力实施增花添彩、亮水活水、增
绿织景“三大行动”，不断促进生态产
业化、生活低碳化、能源绿色化，走出
一条因绿而美、“借绿生金”的绿色发
展道路,相继获评“国家生态县”“省级
生态县”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近年来，郫都区依照《成都市饮用
水源地——云桥湿地规划方案》，利用
徐堰河、柏条河两河交汇的故道、沟
渠、堰塘和林地等湿地雏形，通过主要
自然恢复和适度人工修复的措施，逐
步建立起集中连片的湿地体系，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为湿地
植物生长和动物繁衍提供了庇护，也
发挥了水质净化、径流调节等功能。

如何确保湿地能可持续地发挥生
态效应？常态化维护管理就显得尤为
重要。为此，郫都区会同有关机构明
确了日常维护管理的职责，制定了全
覆盖巡查维护工作机制，杜绝植物损
毁、动物伤害及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发生，同时也建立了定期调查监测计
划，并开展生态效益综合评价，利用调
查监测结果，对植物丰度、动物种类、
水源水质等变化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经过悉心呵护，如今，云桥湿地记
录的高等植物从 118 种上升至 353 种，
动物种类也增加到 220种。

近年来，通过社会各界的广泛支
持，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云桥
湿地充分发挥出湿地保护宣传教育阵
地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云桥村还与社会组织合作

“成都水源地绿色低碳科普公众教育”
“成都水源地湿地生物多样性恢复调
研”等项目，不仅营造了水源地与生物
多样性协同保护的良好氛围，而且发
挥了宣传教育的积极作用。

建立水源保护宣教馆，组织湿地
保护宣传活动，展示丰富的湿地动植
物标本……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
云桥湿地已经形成集调节水质径流、
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观赏、环境教育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系统。据介
绍，云桥湿地还将以保护湿地生态环
境、优化村民生活环境、提升群众环境
保护意识为抓手，让更多人了解湿地
的重要作用，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
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景观。

大熊猫国家公园由四川省岷山片
区、四川省邛崃山—大相岭片区、陕西
省秦岭片区、甘肃省白水江片区组成，
面积 27134 平方公里。四川大熊猫国
家公园面积 20177 平方公里，大邑区
域总面积 452.77 平方公里。大邑县地
处成都平原向川西北高原的过渡地
带，是距成都这座超大城市最近的雪
山小城，幅员面积 1284 平方公里，最
高 海 拔 5346 米 ，全 境 海 拔 落 差 5000
米，诗圣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描写
的就是大邑的西岭雪山。

境 内 有 植 物 230 科 929 属 2063
种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13
种，其中，红豆杉等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 5 种，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8
种。有脊椎动物 5 纲 367 种，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45 种，其中，大熊猫等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8 种，猕猴等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7种。

大邑县围绕“大熊猫家园”建设，
唱响“成都大熊猫”品牌，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效显著。

“规范化”建设大熊猫家园。以建
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独具特色示范区”
为引领，“一图一表”“挂图作战”，推动
规范化建设走深走实。关停小水电站
18 家，“千年飞瀑”胜景重现。实施生
态修复，恢复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栖息地。完成勘界立标，界碑 5
个，界桩 102 个，功能区桩 110 个。森
林覆盖率 56.31%，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EI）位列成都市第一。
“全覆盖”构建监督管护体系。建

立“1+6+23”的管护体系，划定 23 个
管护网格，“日常巡护+样线巡护”常
态化。建设智能化实时监控平台，设
置卡口 17 处，布设红外触发相机 50
台，配备智能巡护终端 16 台，卫星电
话 4 台，确保“卡口守得住、山头有人
管”。收集大熊猫、雪豹、金丝猴等红
外 相 机 视 频 、照 片 10000 余 个（张）。
建立公安等多部门执法体系和联合执
法机制，“多线管护，协同配合”，严厉
打击违法行为。建设宣传教育系统、
防灾减灾系统、野生动物救助系统。
开展 DNA 个体识别和鉴定，建立大邑
片区大熊猫遗传档案、自然资源和野
生动植物数据库。

“多维度”唱响大熊猫品牌。与国
家公园所在的西岭镇云华社区缔结友
好社区，建立“2215”共建共管机制。打
造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中心、访客
中心和大蒜坪宣教中心，探索生态价值
转换。2022年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宣传教育活动 36期。生物多样性保护

《“云游”国家公园 大熊猫国家公园：分
区管理 壮大野生大熊猫种群》等 34
篇新闻被中央、省市媒体宣传报道。

未来，大邑县将更加致力于大熊
猫文化长廊建设，努力把大熊猫国家
公园建成自然系统完整、栖息地与社
区连通性完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国家公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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