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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北京持续保护森林资源。
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太行
山绿化、森林健康经营等生态工程的开
展 ，使 全 市 山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67.07%，形成稳定的生态屏障。全市道
路干线、河流水系等生态廊道也通过加
宽加厚，减少生境碎片化。

天津宁河区：宁河区投资超 140亿
元，升级保护修复七里海湿地，打造全封
闭管理、智能化巡检体系，通过人工修复
方式，丰富生态链条、提升生态功能，累
计恢复湿地植被2万亩，营造浅滩1.5万
亩，畅通120公里补水输水线路，湿地水
域面积增长50%以上。

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市以推动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重点打造“风光氢储车”新能源产业
集群、精细化工等 18条新兴产业链，创
建全球首个零碳产业园，开工建设全球
最大的绿氢耦合煤制烯烃等示范项目，

2023年成为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
十堰市：十堰市补充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空间，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城
市规划和建设中，确保城市发展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协调。通过创建连续的绿
地系统和生态廊道，确保城市内部及周
边的自然栖息地得以连接和保护，推进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厦门市：厦门强化陆海统筹，打造互
联贯通的全域生态水系。率先开展小流
域综合治理，推进生态补水工作，实现流
域“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实
施 7座海堤的开
堤通海、破堤建
桥，有效提升海
域环境容量，提
升海洋自我修复
能力。

（本报记者
肖淙文 整理）

“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亮点“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亮点

冬日，宁波北仑梅山湾畔，成群的候鸟从水面蹁跹而
起，为追寻鱼群不断变换着停栖水域。岸边，广州市生态
环境局调研组成员不停举起手机拍照，并连连赞叹。“通
过生态修复和数字化治理，‘荒滩’变‘网红’，这种创新举
措值得借鉴。”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郑则文说。

最近，浙江多地迎来了外省调研团，热度源于一封来自
大洋彼岸的喜报。此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
次缔约方大会（COP16）官方平行活动第八届全球地方政
府和城市峰会宣布，9个中国城市入选第二届“生物多样性
魅力城市”，其中，浙江安吉县、宁波市北仑区、绍兴市、丽水
市 4 地上榜，再加上首届入选的湖州市、嘉兴市，浙江为全
国入选数量最多的省份。

浙江各个“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如何练就？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利用的经验能否复制推广？记者走访多个获奖地
寻找答案。

浙江多地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数量全国最多

多彩生物，与你我比邻而居
本报记者 肖淙文 周松华 暴妮妮 叶诗蕾 孙 良

空山新雨后，安吉宋茗茶博园云雾缭绕。朦胧中，一串
铃声从半山腰传出，“叮叮当当”一路向山顶飘去。

历史上有“茶马古道”，如今，安吉群山间也有自己的
“茶骡古道”。山高路窄，每年秋冬之交，骡队替代机械和人
力驮着新鲜稻草上山，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茶田里铺
稻草不仅保温，还能维持土壤的生物环境平衡，我们测算
过，田里单蚯蚓数量就增长了 80%。”原安吉白茶产业发展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方旭东解释。

从一块田园、一泓湖水，延伸到一片村落、一个社区，多
样的生物聚落相连，构成了多物种共生的城市。

据了解，此次评选的“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旨在展示
和表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卓越成绩的城市和地
区，共同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的落实。

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
护地创新中心负责人汤博至今对颁奖记忆犹新。坐在台
下，每听到一个浙江的城市名，她的惊喜就多一分。“预想到
浙江会有城市入围，但没想到几乎占了一半。”意料之外，却
在情理之中。“敢想、敢做、敢创新，是浙江生物多样性相关
工作的特点，颁奖方的青睐大概就是对这些特点的认可与
鼓励。”她说。

“评选不单看城市的生物本底状况，更侧重其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管理方式、可推广复制的特色案例，以及
国际交流的积极性。”汤博分析，这意味着拿奖的不一定
是天赋异禀的“优等生”，而是因地制宜发挥自身特色的

“特长生”。
走访中，记者发现，浙江获奖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因当地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不同而各具特色，多样化的
魅力显现于山海田园之间。

在安吉，保护工作围绕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茶与竹展
开。在宋茗茶博园内，管理人员在距离山顶、山脚 20 米至
30 米的距离种植树木，固水土的同时隔开人类活动区域；
缤纷的经济树种套种田间，如同为大山穿上一件花衣。“规
范套种落叶林、常绿林等，虽会增加茶园田间培育的难度，
但能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广度，生物链循环建立后可减
少80%的农药使用量。”方旭东说。

魅力的展现，往往经历了长久的酝酿。将目光向东，海
边的深秋时节，宁波北仑梅山湾生机盎然。

每年1万多只候鸟来此过冬，其中不乏黑脸琵鹭、黄嘴
白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身影。湾内鱼、虾、贝、藻、鸟等
主流生物有 80 余种，勾勒出一幅“水清滩净、鱼鸥翔集”的
水墨画。

如果不是见证其变化的本地人，很难相信 10 多年前，
梅山湾曾是“涨潮黄沙水，落潮满目泥”的模样。生物种群
是环境的一面镜子，其回归的过程，与当地海洋生态保护曲
折向前的进程同频。

2012 年，梅山水道工程开建，通过在海湾一南一北
筑起两座大坝，隔离内湾与外海，大坝间的水域没有了洋
流的干扰，海水逐渐回归澄清，形成了长三角唯一的近海
蓝色海湾。然而，新问题随之产生。梅山湾集雨面积有
近 70 平方公里，每到台风天，大量雨水涌入湾内，打破了
水体的盐度、温度平衡，对附近的动植物造成影响。再加
上沿岸农田、养殖场排放的氮、磷等营养物质，极易引起
藻类暴发。

源头在岸上，2016 年，北仑启动“梅山湾综合整治工
程”，联合宁波海洋研究院，对梅山湾水质调控开展了长期
跟踪研究，创新摸索出一套针对性措施：在水道的重点区
域，试点投放 25 处、共计 9200 多平方米的生态浮床，浮床
上方种植海马齿等耐盐植物，浮床下方吊笼内养殖贝类，净
化水质，减少赤潮发生。此外，严格整改提升海湾两岸的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关停 32 家畜禽养殖场，规范 63 个入
海排口，有效减少了营养物质的排放。

眼下，正是候鸟迁徙高峰期，曾被称为“贫瘠海岛”的梅
山早已变得丰盈，1 万多只候鸟的抵达正是自然无声的
认可。

魅力 展现于山海田园之间

其实，早 3 年前，安吉就完成了浙江首个县
级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调查中，红外相机拍
摄到了鲁迅笔下的“猹”、20 多年不见踪迹的貉
等野生动物，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些原本被认为
已消失于原生境的“精灵”们，竟一直在绿水青山
的庇佑下与人类比邻而居，其出没地距离人类聚
居地，最近只有一两公里。

这指向了“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另一个
关键词：城市。相对于野生的概念，城市背后，隐
含着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一个独特又关键的
主体——人类。“在物种保护传承中，也要考虑人
的发展，即保护的同时兼顾开发与利用。”湖州市
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副局长钟永梅认为，只有平
衡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需求，才能寻找到可持
续的共生之法。

安吉孝丰镇溪南村党总支书记王宏光在乡
村经营中遇到过这种问题。流经溪南村的南溪，
是溪流鱼类等水生生物理想的栖息环境，王宏光
在这里长大，如今还时常忆起幼时与伙伴在溪边
夜观萤火虫的美好。因少有关注，近年来溪畔有
不少荒地杂草丛生，逐渐沦为村中的垃圾堆。两
年前，村里曾借助河道整治的契机，对河道、路面
做了整改提升，但人为的硬化措施，对脆弱的生
态环境本身就是挑战。

站在跷跷板两边，王宏光意识到，如果单纯
去保护，一旦投入停下，这片地还会抛荒。只有
当村里发展的需求被满足，人们对环境改善的需
求才会更高。

眼下，溪南村正开展小微湿地生物多样性恢
复项目，通过地形调整、水系梳理和湿地植物群

落构建，打造自然野趣的溪流湿地景象，同时在
湿地沿岸搭建木栈道、小木屋等，引入户外越野
等环境友好型业态。“溪流是天然的溯溪点，水生
花草是打卡背景，萤火虫的栖息地是最好的研学
观测点。”王宏光说，如今村民们都意识到好生态
就是“流量王”，这种可持续的利用与发展，将成
为这片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动力源。

引导更广泛、更充分的参与，成为各个魅力
城市建立物种间深度链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努力方向。这正应和了今年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的主题——“生物多样性、你我共参与”。

今年5月，在缙云县举办的丽水市第五届鸟
类观察邀请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
带着“长枪短炮”穿梭于农田密集的村镇观测水
鸟，到人迹罕至的大洋山深处寻觅林鸟。此次大
赛共记录鸟种数 178 种，为缙云新增鸟类记录
21 种。“这些观测记录不仅丰富了丽水市的鸟类
分布数据，也促进当地村镇在住宿、餐饮、农特产
品销售等方面的增收。”丽水市生态环境局自然
生态规划处副处长刘春龙说。

为了引导更多年轻人参与，绍兴还研发出“生
态足迹一张图”，电子地图上清晰展示了绍兴全市
的生态布局，包括美丽城乡、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
性体验地等特色点位，点击可以一键生成 City-
Walk 推荐路线，体验一趟个性化的绿色生态之
旅。“我们希望尽量降低公众接触、融入大自然的门
槛。”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钱进说，当更多生物
多样性的理念能 更加可感、可学、可实践，
人们才能从中获 得参与感、获得感，并转
化成行动力。

平衡 找到可持续共生之法平衡 找到可持续共生之法

在 COP16“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实践案例分享”主题边会上，汤博
作为代表分享了浙江生物多样性友好品
牌建设的特色实践。

细数来，不少是全国首创——线下，
浙江多地都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
设、生物多样性试点示范、生物多样性友
好单元建设；线上，创设“浙样生态”应用
场景和“浙里生物多样友好”微信小程序
等创新工具；载体方面，构建了统一的生
物多样性友好指数。

采访中，多位受访者都有一个共识：
当下取得的成果只是开始，生物多样性
保护是一项艰巨的、持久性的任务。“这
一过程中，浙江扮演的是‘探路者’角色，
有想法，立刻做。”汤博认为，创新是浙江
两届获奖城市的共同标志，通过创新“友
好制度”“友好工具”“友好实践”“友好示
范”等，浙江已搭建了全链条的生物多样
性友好体系。

据了解，本届评选以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秘书处推荐的新加坡城市生
物多样性指数作为主要技术标准，这是
首个被国际社会采纳用以衡量城市、国
家级别以下区域，或地方政府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所作努力的一种工具，城市可
依据其在各项指标的基准，监测与评估
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努力方面的进展和
成效。

但其实，早在与国际友城同台竞技
之前，浙江的“魅力城市”已在省内完成
了一轮科学评价。为加快推动浙江生物
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进程，去年，浙江参考
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CBI）、生
态质量指数（EQI）等指标体系，发布了
浙江省生物多样性友好指数（试行），成
为全国首个省级生物多样性友好指数。
今年5月，指数迎来了2.0版本。在此政
策工具的牵引下，经过核算，2023 年全
省 生 物 多 样 性 友 好 指 数 平 均 得 分 与
2022 年相比，增长了 20.8%，11 个设区
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更多具有浙江特色的先行先试，在
各地落点开花。如数字浙江建设以数字
化改革为牵引，推动着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良性互动。

北仑梅山湾内海水盐度通常约为千
分之二十，一旦盐度过低，当地将自动启
动水安全应急处理预案，利用南北两端
的水闸，结合湾内水位、盐度科学调度，
为生物营造稳定的生存环境。这背后的
全国首个海洋生物多样性数字管理系
统，通过集纳梅山湾及周边区域252个浮
标站、入海排口等相关数据，能对750余
种海洋生物、植物等类群进行动态监管。

丽水则在全国创新性提出建设生物
多样性智慧监测体系，在采集大量生物
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市的物种图片
库、声音库、基因库，并运用基于AI识别
的物种自动识别系统，实现了看图识兽、
听声辨鸟、基因识鱼等多个类群的多种
方式识别。目前，华东地区常见的哺乳
动物、鸟类的识别准确率高达 85%以
上，基本满足业务化运行的需求。

“比如在密林深处，一只动物从监控
设备前一闪而过，设备后台可立刻识别
该物种，并显示此区域该物种的相对数
量。”研究人员介绍，该系统还能显示区
域生物多样性指数的统计分析、生物多
样性状况的综合评价，最后一键生成监
测报告。

近两年，丽水的生物多样性友好指
数连续获得全省第一，“优等生”的底气
助推丽水经济不断向绿色低碳方向创新
探索。作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市，丽水推出“生态抵质押贷”，
包括林权抵押贷款、国家公园林地地役
权收益质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等一揽
子金融产品，将无形的生态产品转化为
有形的金融支持。目前，丽水“生态抵质
押贷”余额超320亿元。

“其实不止入选城市，浙江全域都在
探索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希望走出一条浙江特色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汤博介
绍，两年前，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推
动各方通过了“昆蒙框架”，该框架设定
了 2030年内要实现的 23 个具体行动目
标，浙江将目标拆解成了64个本土化指
标，通过评估，超 90%的指标已达成或
正在超越，“未来，我们期待更加多样的
生物能在之江大地快乐安居。”

创新 构建全链条友好体系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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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湿地家园成鸟类天堂。 拍友 俞伟勇 摄

丽水哺乳动物红外相机捕捉到的黑麂影像。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