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天独厚的基础性优势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
“物种基因库”等美誉，全省现有生态系
统囊括了地球上除海洋和沙漠外的所
有类型。总体来看，云南生物多样性具
有丰富性、特有性、脆弱性3个特点。

从丰富性看，我省国土面积39.4万
平方公里，仅占全国的 4.1%，但各类群
生物物种数均接近或超过全国的一半。
云南不仅具有丰富的野生生物遗传资
源，而且是不少栽培植物的多样性中心
或起源中心，如云南是中国拥有3种野
生稻原产地的2个省份之一；云南还是
茶的原产地，茶种资源占全世界的
82.5%……

从特有性看，云南是世界很多物种

的起源和分化中心之一，具有显著的特
有现象，一些植被类型和众多生物物种
只分布于云南，是我国特有物种分布最
多的地区。云南拥有特有植物2721种、
特有动物351种，我国境内仅分布于云
南的动物就有600多种。

在资源丰富、种质独特的同时，云
南生物多样性也具有脆弱性。全省生物
物种数量多，但分布地域狭窄，种群规
模小、个体数量少，特化程度高，适应性
差，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云南分布
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151种、野
生动物 242 种，同比分别占国家的
41.0%和57.1%，全省已有112种动植物
被列入极小种群物种，列入《云南省生
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极危 381
种、濒危847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云南 26个

世居民族形成了与生
物多样性相关的各具

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积累了丰富的传统知

识。各民族的农耕文化、民族
医药、饮食文化习俗、传统生产生

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文化等都与生物多
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纳西族的东巴
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哈尼族的梯田
文化、傣医药、藏药、苗药等。这些文化
和传统源于自然，又与自然和谐共生，
有效促进了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

卓有成效的探索与保护

多年来，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
项探索和实践走在全国前列。云南制定
出台了全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
性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
例》，开创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的
先河；编撰完成了120万字的《云南大百
科全书·生态编》，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
百科全书史上第一部单独成编立卷的综
合性百科全书；在全国各省（区、市）率先
发布了《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
《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
《云南省生态系统名录（2018版）》和《云
南省外来入侵物种名录（2019版）》，第一
次全面系统地摸清了我省生物物种的家
底和受威胁状况，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持续利用奠定了科学基础。

自 1958 年我省建立第一个自然
保护区以来，以就地保护为主、迁地
保护和离体保存为辅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网络体系日趋完善。截至 2018年
底，全省共建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348

个，其中自然保护区 161个、风景名胜
区 66 个、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 5
个、国家湿地公园 18个、森林公园 58
个、国家公园 1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 21个，各类保护地的建立，使全省
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 85%的重要物
种得到有效保护。

多年来，我省通过实施珍稀濒危、
极小种群和狭域特有物种的拯救、保
护、恢复工程，一批珍稀濒危物种重获
新生。巧家五针松、云南金钱槭、多歧苏
铁、华盖木、羚牛、滇金丝猴、西黑冠长臂
猿、犀鸟、滇池金线鲃、大理弓鱼等一大
批濒临灭绝的物种重获新生。曾经在滇
池野外灭绝的滇池金线鲃，通
过人工繁育成功，重新引入
滇池，种群数量不断扩大，
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成功范例。

通过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生物多
样性宝库更加牢
固。截至目前，我
省划定生态保
护 红 线 面 积
11.84 万 平 方
公里，占全省
国土面积的
30.9%。其中，
生物多样性
重要区域划
入红线面积
6.53 万平方
公 里 ，占 红
线 面 积 的
55.2%。滇东
南、滇南、滇

西、滇西北、无量山-哀牢山等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要区域均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构建了我省“三屏两带”的生态安
全格局，系统保护了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生物多样性宝库更加牢固。

推动可持续利用，绿色发展成为靓
丽底色。结合绿色GDP研究，普洱市景
东县在全国率先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试点，2016年，在
墨西哥坎昆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三次会议期间，中国代
表团介绍了景东县经验，得到了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和与会各国的高度认可；作
为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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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示范
省份之一，在西双版纳开展的“建立和
实施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
与惠益分享国家框架项目”为国家建立
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提供了借鉴。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中明确肯定“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

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在保护优先
的前提下，鼓励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我省探索合理开展可持续利
用，着力培育生物优势产业，大
力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
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牌”，
促进绿色发展。着力培育
生物优势产业（花卉、烟
草、茶叶、水果、糖业、
药物等），发展高原
特色农业，开展生
态旅游等。云药、
云茶、云花等生
物产业，高原
特色农业和
生 态 旅 游
等，已成为
美丽云南
绿色发展
的 亮 丽
名片。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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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 通讯员 王盛
宏）根据《云南省美丽河湖建设行动方
案（2019-2023年）》相关要求，省林业和
草原局近日印发了《云南省美丽河湖建设
林业和草原行动计划（2020-2023年）》，启
动实施全省美丽河湖建设林业和草原
行动计划，全面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结合全省林业和草原工作实际，《行
动计划》提出，以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中
河流、湖泊和库塘湿地的第一层面山为
重点，在53个湖泊、六大水系的120条河

流、259个水库、120个纳入《云南省
水利风景区发展规划》的水利风

景区、29处重要湿地、210个涉河
湖库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实施美丽

河湖建设林业和草原行动。
针对全省有的地方依然存在陡坡耕

作，水土流失和石漠化较为严重，主要公
路沿线景观较为破碎杂乱，自然保护地
建设管理亟待加强，森林、草原和湿地生
态功能有待提升等问题，省林业和草原
局依托现有林草重点生态工程，部署了
退耕还林、草原保护修复、防护林建设、
石漠化治理、美丽公路建设、湿地保护修
复、天然林保护修复、森林抚育、涉河湖
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等九项行动，分别
提出了 2020年和到 2023年的行动目标
任务。通过全面加强森林、草原、湿地三
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积极开展生态修
复，打造湖滨带与汇水区景观，充分发挥
三大自然生态系统保持水土、涵养水源、
美化环境、净化水质等方面的生态功能，
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本报讯（记者戴振华）为落实绿色
发展理念，保护好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
资源，持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力发展生态
经济，走出了一条生产、生活、生态融合
发展的绿色崛起之路。

勐海县格朗和乡南糯山村委会水河寨
村民小组，是一个以茶为主要产业的哈尼
族聚居村寨。村民克当2017年通过政府补
贴的5000元，加上自筹的5695元，购置了
一台液化气杀青机，成为村里首个用清洁
能源替代烧柴炒茶杀青的茶农。由于燃气
杀青机省时省力效率高、炒出来的茶质量
稳定，如今全村41户人家已有36户安装和
使用。政府对使用燃气替代薪柴制茶的农
户，在购买杀青机和燃气时都给予补贴。

2015年底，西双版纳州启动了农村使
用液化石油气替代薪柴制茶推广项目，项
目覆盖全州31个乡镇91.27万亩茶园，涵
盖2400家茶厂、3600家初制所和合作社
以及2万余户茶农的茶叶加工点。从2016
年起，通过采取政府引导、政策撬动、茶商
茶农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先行试点、
示范带动，3年完成推广使用农户燃气杀
青机11876口、滚筒杀青机610台。

项目实施至今，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1047万元，全州制茶农户和企业使用液
化石油气 6100万立方米，折算成薪柴
12.2万吨，相当于保护6.4万亩森林资源
免遭砍伐。为将替代薪柴工作向农村生
活生产方面延伸，全州于2018年启动农
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以气以
电代柴改灶项目”，计划到 2020年在广
大山区农村推广9000口改灶项目。

西双版纳
生产生活生态
融合发展

视点

省林草局
开展九项行动
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会泽县
生态修复
带来美丽蜕变

图说

冬日的大理市西洱河水清岸
绿，成群的越冬红嘴鸥在河道捕食，
水清鸥欢的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市
民和游客驻足留影。作为加强洱海
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工作的重点，
大理市围绕生态宜居大理建设，通
过落实入湖河道（段）长责任制、抓
好从源头上控制和减轻污染负荷以
及实施西洱河生态景观工程，着力
打造生态型河道和城市生态休闲廊
道，让西洱河不仅成为靓丽的城市
生态景观带，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杨峥摄

西洱河
水清鸥翔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多项探索和实践走在全国前列——

守护好大自然的馈赠
本报记者胡晓蓉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云南也是全球

34个物种最丰富且受到威胁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

一，是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

为守护好大自然给予云南的这份馈赠，保护好云南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我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

断探索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共赢路径，举全省之

力守护生物多样性宝库，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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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飞杨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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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丹）走进会泽县新
街乡，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田成方、路
相连、渠相通、管成网、旱能浇、涝能排”
和新型农业产业勃勃兴起的景象。得益
于国土综合整治，曾经“靠天吃饭”的新
街乡变成了“青山+金山”。

针对我省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系统
质量低下，水土流失、石漠化等土地退化
问题依然严重等问题，我省发改、自然资
源、环保、林草、农业等多部门协作开展
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会泽县新街
乡闸塘村、花鱼村、凤凰村国土综合整治
项目就属于云南省乌蒙山贫困地区国土
综合整治重大工程的子项目。

项目 2019年 4月正式动工建设，投
资预算 1935.51万元，同年底竣工验收。
通 过 项 目 建 设 ，整 理 农 用 地 面 积
509.2578公顷，建成高标准农田291.4156
公顷，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 274.9489公
顷，改善和新增排涝面积187.9489公顷，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93.4823公顷，修复
林地面积 68.6295公顷，村庄整治面积
10.1099公顷。通过实施坡改梯、修建农
沟、路边沟、治理排洪沟等，进行乡村生态
保护修复。通过人工造林种草等，提高了
乡村生态景观价值，有效解决土地资源
利用问题。项目助推1764人脱贫，脱贫贡
献率达20.94%。

花鱼村驻村工作队长、第一书记魏
金友说：“过去这里的土地根本流转不出
去，山水林田路得到综合整治后，土地利
用价值提升了，引来了外面的四五户商
家租地种植魔芋和草莓，老百姓得到了
地租、基地务工、卖农家肥 3项收入，脱
贫致富更有奔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