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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护广西山山水水，同享万物
和谐家园。从协议到协力，在广西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形成全民
支持、全民参与、全民监督、全民共
享的浓厚氛围。广西各级各部门持
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专题宣传科普活动，积极鼓励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
会协同”的新局面。

5 月 22 日，2023 年“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市园
博园举办。活动围绕“从协议到协
力：复元生物多样性”主题，举办了
2023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
场活动开幕式、开展了“5·22”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主题论坛和公众宣传
活动。 公众宣传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在“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
有奖互动”环节，众多家长和小朋友
积极参与，通过问答增长环境保护
知识；在“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
知识课堂”上，科研院所生物多样性
保护专家、志愿者为大家现场授课，
吸引公众了解和关注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
摄影成果展”以展板形式，重点展示
了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日主题科
普、生物多样性优秀摄影作品等内
容，图文并茂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
成果。

园博园景区将废弃的矿坑通过
生态修复打造为罗汉松园。本次活
动结合园博园罗汉松园景点，打造
了一条“生物多样性园博园体验游
路线”。大家通过沉浸式感受园博
园之美，增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从我做起的意识。

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还加强与
法院、检察、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
的协调联动和与周边省市县的跨域
协 作 ，增 强 生 态 环 境 司 法 保 护 合
力。百色市中级法院与贵州省黔西

南州、云南省曲靖市中级法院建立
南盘江流域环境资源保护常态化司
法协作机制；贺州市八步区法院、梧
州市苍梧县法院与广东省封开县法
院联合设立“省际联络站”，协同保
护贺江流域生态环境。践行双赢多
赢共赢理念，努力构建共同维护生
物多样性社会大格局。全面推行

“河（湖、林、田）长+检察长”协作机
制，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
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出台水行政执法
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实施细
则，与国家林草局广州专员办、自治
区林业局建立林业保护协作配合工
作机制，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协作配合。

广西进一步发挥“一湾相挽十
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区位优
势，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切实履行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湿地公约》等国际公约。加强与东
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交
流合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共建绿
色“一带一路”。凭借与东盟国家陆
海相连的优势，广西致力于加强与
越南等邻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之间
的交流合作，成功实施多项生物多
样性保护合作项目。包括与越南高
平省签署《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谅
解备忘录》；山口和猫儿山两处自然
保护区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山口和北仑河口两处自然
保 护 区 被 列 入“ 国 际 重 要 湿 地 名
录”；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
环境基金“建立和实施遗传资源及
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
国家框架项目”的中国 3 个试点示
范省（区）之一，推动全国首个省级
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
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办法颁布实施，
项目通过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
的国内外独立专家终期评估，获得
了“高度满意”的评价。

广西的山，连绵、清秀，岩溶峰丛、喀斯特地
貌显著，生物多样性丰富；广西的水，碧绿、温
柔，“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道出了广西水
质清透的生态美；广西的海，有着延绵 1628 公
里的海岸线，这片洁净的蓝色海域是“海中精
灵”中华白海豚和世界自然濒危物种布氏鲸的

“梦想天堂”……
万物共生，美美与共，“生物多样性”这一概

念具象为草木茂盛、鸟兽蕃息的生动场景，是广
西壮族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之一。广西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扛 起 保 护 好 八 桂 大 地
山山水水的历史责任，从协议到协力，复元生
物多样性，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
西篇章。

广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以东
地区，自北向南跨越中亚热带、南
亚热带、北热带 3 个气候带，是全
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也是中
国野生动植物分布最多的省区之
一，种类数量达 1.8 万多种，居全
国第三位。广西生态系统类型多
样、生物物种繁多、遗传资源丰
富。

近年来，这里记录发现的植
物新种达 50 余种，陆生野生脊椎
动物新增 136 种，标志着广西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系统性得到了
显著加强。

持 续 开 展 濒 危 物 种 迁 地 保
护，在全国首次实现膝柄木野外
回归种植；首次攻克穿山甲子三
代（第四代）人工繁育难题；发现
桂北琴蛙、才劳桂墨头鱼、琼楠等
多个新物种和新纪录；2023 年 3
月中旬，在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发现高72.4米的望天树，更是迄今
中国岩溶地区发现的最高树……
这些让人欣喜的消息，折射出广
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扎实成效。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地区
环境质量和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志，为了让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更具系统性、专业性，广西坚持
保护优先，规划先行。近年来，广

西出台 50 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
关的地方性法规和管理办法，率
先出台全国首部灵长类栖息地保
护条例和遗传资源地方性法规，
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法
规与制度体系。更新《广西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11—2030 年）》，积极推进广西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进 程 。 完 成
2015—2020 年 广 西 生 态 状 况 变
化调查评估工作，八桂大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山水秀甲天下”
的颜值更高。

近年来，广西生物多样性保
护屡获国际赞誉。广西白头叶猴
保护案例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中，入选
“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
2022年12月18日，作为COP15第二
阶段会议系列活动之一，以“绿水
青山碧海筑就广西生物多样性”
为主题的中国角广西主题日活动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陈亮
在中国角广西边会发表主题为

《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万物和谐
的美丽新家园》的视频致辞，向世
界展示了广西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稳中有升，珍稀动植物物种不断“上新”

万物共生，遇见生物多样性之美

绿水青山踏歌来，万物共生
美家园。桂林漓江碧水萦回，南
宁邕江如百里画卷；钦州三娘湾
畔 ，中 华 白 海 豚 追 逐畅游；北海
市红树林郁郁葱葱，白鹭翩翩起
舞；崇左森林连绵，白头叶猴嬉戏
玩闹……

在广西 23 万多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已知高等植物 9494 种，野
生脊椎动物 1906 种，红树林面积
从 2012 年 的 8780 公 顷 增 加 到
9412 公顷，位居全国第二位。同
时，这里是白头叶猴、猫儿山小鲵
等 18 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的全
球仅有分布地，也是中国候鸟向
澳大利亚、日本迁飞的重要通道，
肩负履行《国际湿地公约》以及国
际候鸟保护协定的重要职责。目
前 ，全 区 已 建 成 自 然 保 护 区 78
个，其中，国家级保护区 23 个，在
国家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2006 年，在广西邦亮林区重
新发现了东黑冠长臂猿，让这一
度被认为消失的物种重新回到公
众视野。通过与越南建立中越跨

境保护机制，东黑冠长臂猿已由
发现之初的 3 群 19 只增长至目前
的 5 群 35 只。2020 年 7 月，全国
首个灵长类动物生态廊道在崇左
白头叶猴保护区板利片区正式联
通，打造了白头叶猴专属的生态
廊 道 ，改 善 了 白 头 叶 猴 生 存 环
境。分布于广西的白头叶猴种群
数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300 多
只增加到现在的 1400 多只。

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作为中国唯一以兰科植物命
名并以其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
保护区，目前已知有兰科植物 64
属 172 种，其中，带叶兜兰、莎叶
兰和台湾香荚兰野生居群数量之
大、密度之高，在全世界均极其罕
见。广西海洋生态系统独特、美
丽而脆弱。涠洲岛附近监测到布
氏鲸两个批次 52 头（次），北部湾
的中华白海豚超过 300 多头。此
外，北部湾海洋生态系统还拥有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国鲎、江豚
和文昌鱼等多种珍稀海洋生物，
是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海区之一。

自然保护地作为生物多样性就
地保护重要载体，是野生动植物物
种的最佳庇护所和复壮的繁衍地。

从 1961 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
护区——花坪自然保护区至今，广
西共建立自然保护地 223 处，总面
积 225.36 万公顷，有效保护了广西
90%以上陆地生态系统类型、90%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82%
的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种 类 、
44%的红树林湿地。白头叶猴、东
黑冠长臂猿、冠斑犀鸟等种群数量
不断增加，带叶兜兰、广西火桐、资
源冷杉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拯救保
护成效显著。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已
纳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国家公园
空间布局方案》，加快推进西南岩溶
国家公园创建各项工作。通过建立
动植物园、物种种质基因库（圃）、禽
畜保种场、保存库等多种形式，保存
了 6万余份作物遗传资源。

积极开展濒危植物迁地保护，
通过迁地保护，广西青梅、膝柄木等
极小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成功开展
资源冷杉、元宝山冷杉、蒜头果、德
保苏铁等珍稀濒危植物的回归，及
中华穿山甲、冠斑犀鸟、鳄蜥等珍稀
濒危野生动物野外放归工作，为珍
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与种群恢复积累
了宝贵经验。

广西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管，强

化司法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生物
多样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常态化开展自
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建立
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
估工作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绿
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严厉打击
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违法违
规行为。积极落实《关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销号的
指导意见》，进一步健全自然保护地
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依法严打危害
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清
风”“亮剑”“国门利剑”和打击破坏
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打击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行动。2022 年 5 月 16 日
以来，全区共破获破坏森林草原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 1359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523 名；收缴野生
动物近 46237 只，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 16881 件，野生植物 380285
株、珍稀植物制品 994.10 吨。广西
还完善专门审判体系，持续提升生
物多样性司法保护能力水平。开展
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破
坏古树名木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形成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
高压态势。采取依法判处实刑、慎
用缓刑、强化罚金刑等手段，精准打
击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行为。

行稳致远，用心呵护自然保护地

共同呵护，不断扩大“朋友圈”

绿色能源和谐生态绿色能源和谐生态

▲2023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千年红豆杉千年红豆杉

中华秋沙鸭中华秋沙鸭

猴面鹰猴面鹰

怀抱着小金猴的白头叶猴在觅食怀抱着小金猴的白头叶猴在觅食 一群布氏鲸正在觅食一群布氏鲸正在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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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更大进展

壮美广西 美美与共
◆韦夏妮 林学瑞 韦善康 蓝皓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