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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至2020年
云南省境内累计发现3718种新种
其中新物种2519种，新记录种1199种

●2016年、2020年
发现的新物种均超过200种

●近30年
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新物种发现于云南

本报美编 谭冰 制图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 5月22日是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云南新物种新记
录种名录（1992-2020）》，展示云南新物
种、新记录种调查研究成果以及云南生
物多样性工作开展情况。

近期，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中科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中科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以及西南林业大学
等单位的支持下，收集整理了自1992年
我国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发现
于云南的新物种和新记录种，形成了该
《名录》。

新物种是指在科学工作中首次发现
并描述命名的、未被科学认知、经合格发
表的物种；新记录种是已知物种的地理
新分布记录。此次发布的《名录》按照收
录模式标本及引证标本为云南省境内的
野生生物类群（不含外来种、归化种）原
则，整理了大型真菌、地衣、苔藓、蕨类、
裸子植物、被子植物、鱼类、两栖类、爬行
类、鸟类和哺乳类11个野生生物类群的
新物种、新记录种。

据统计，1992年至 2020年，云南省
境内累计发现3718种新种，其中新物种
2519种，新记录种 1199种。包含大型真

菌 570种、地衣 802种、苔藓 56种、蕨类
183种、裸子植物 15种、被子植物 1703
种、鱼类215种、两栖类52种、爬行类31
种、鸟类60种、哺乳类31种。从分布区域
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贡山独龙族怒
族自治县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

县是新物种、新记录种的集中分布区；从
发现时间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近10
年是新物种、新记录种发现的高峰期，其
中，2016年、2020年发现的新物种均超
过200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吴征镒、蔡希陶

等老一辈科学家以及各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云南积累了
大量的物种调查数据，先后出版《云南植
物志》《云南鸟类志》等系列专著；省生态
环境厅牵头发布《云南生物物种名录
（2016 版）》《云南生物物种红色名录
（2017版）》《云南的生物多样性》白皮书
等，这些工作为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奠
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调查研究的逐步深入，大量新物种、
新记录种不断被发现，有记录的云南生
物物种数量持续增加。仅 2020年，就在
云南发现新物种、新记录种256种，如大
围山梧桐、文山马兜铃、勐海灌树蛙等。
2021年刚过去的4个月，又发现了 50余
个动植物新种。海量云南新物种、新记录
种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网红生物”，云
南生物多样性关注度持续升温。

专家介绍，近 30年，全国超过三分
之一的新物种发现于云南，云南是全国
发现新物种最多的省份。此次整理的《名
录》反映了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方面做出的贡献，为进一步加强物种保
护、指导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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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段晓瑞）去年以来，
我省持续聚焦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
先后出台“稳增长22条”“支持实体经济
17条”等政策措施，千方百计为企业降
低成本。2020年，全省累计为企业降成
本739亿元，其中，各项增值税、所得税、
民航发展基金、港口建设费以及 3项社
会保险费减免延政策，全年共降低税费
成本 475.69亿元（含昆明海关），占比超
过60%。

聚焦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要素
成本，我省各地各部门靶向施策、精准减
负。加大援企稳岗返还力度，全年发放稳
岗返还资金、就业创业补贴、职工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补贴共21.07亿元。继续降低
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实施扩大产能客
户基本电费减收、受疫情影响客户免收
高可靠性供电费等优惠政策，对全省天
然气非居民用户实行阶段性降低气价政
策，全年累计为企业降低用能成本 126
亿元。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严格落实
节假日、疫情期间收费公路通行费免费
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等政策，继续实施铁路运
价下浮优惠和对重点生产企业给予运价
补贴等政策，全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74.92亿元。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适
度合理下调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严格落

实各项减免政策，全年降低企业用地成
本 21.05亿元；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
对各类市场主体减免经营性房产租金
20.32亿元。

帮助更多企业缓解资金压力、重塑
活力。我省对纳入贷款名单的企业实行
针对性授信和多渠道融资、降低融资利
率和办理费用、加大贴息补助和担保力
度，17家银行机构为企业发放贷款超过
833亿元。深入开展“银税互动”，推出多
款“银税互动”全流程线上无抵押信用贷
款，全省通过“银税互动”累计发放贷款
1578亿元，纳税信用成为“真金白银”，
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去年全省为企业降成本739亿元

新华社联合国5月21日电 以庆祝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和第二个“国际茶
日”为契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粮农
组织21日共同举办网络研讨会，主题是

“通向昆明之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各方围绕将于今年 10月在云南昆明举
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次缔约方
大会筹备工作进行深入讨论，与会代表
一致表示将积极支持中方主办昆明大
会，共同推动大会达成富有雄心的成果，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治理开启
新篇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75届联
大主席博兹克尔、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
席阿克拉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穆雷玛、联合国粮农组
织副总干事塞梅多在会上致辞，中国生
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了生物多样性
昆明大会筹备工作进展。

古特雷斯赞赏中方在筹备昆明大
会及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作用，
表示人类正面临生物多样性丧失、气
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三重危机，健康的

地球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
要，但我们尚未实现国际社会达成的
生物多样性目标。新冠疫情再次提醒
我们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期待今年
昆明大会达成富有雄心的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框架。所有人都应加入行动，
保护自然，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未来。

博兹克尔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及各方
以去年生物多样性峰会为基础，为昆明
大会筹备工作注入强劲政治动力。阿克
拉姆、穆雷玛和塞梅多高度评价中方在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发挥的引领作
用，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昆明大会取得积
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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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物种新记录种名录（1992-2020）》发布

我省境内累计发现3718种新种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组织

通向昆明之路研讨会在线举行
各方期待昆明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近日，位于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
谷”迎来蝴蝶大爆发。经监测，将有1.5亿只蝴蝶集中羽化，为10年来最大
规模。山谷中、竹林里、溪流边，随处可见正在休憩或飞舞的白袖箭环蝶。
这一奇观将持续至6月。 本报记者 黄翘楚 摄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金平县金平县11..55亿只蝴蝶集中羽化亿只蝴蝶集中羽化

本报记者 熊瑛

5月，安宁市县街街道小红祥村
800余亩樱桃缀满枝头，村民们喜上
眉梢。

刚从单位退休的余林携妻子返
乡，着手打造精品农特产品品牌，规模
化生产“黄牛鲜肉烤干巴”；烧得一手
好菜的村民李德兰筹备着开办“采摘
季”农家乐，她曾创下一年挣得一辆小
轿车钱的纪录，使得村民们争相效仿，
搞活“樱桃经济”。

“今年村里的农家乐已经从2家增
加到5家了。”小红祥村党支部书记朱
桥珍说，“近年来，在周边村子纷纷种起
了樱桃的情况下，我们村的村民为适应
市场新需求，已试水产业链延伸。”

2012年以前，村里为数不多的樱
桃种植户都是将樱桃运到集镇售卖，
随着安宁市打造“一村一品”，开展美
丽乡村生态观光旅游带建设，小红祥
村开启了游客入村进园的“体验式采
摘”模式。“这种模式增加了樱桃的附
加值，我们近年来的樱桃收入每亩可
达到 4000-5000元。”朱桥珍介绍，现
在村里的传统建筑“李氏宅院”的保
护性修复工作正在推进，并已获得优
质企业投资，未来将建成精品民宿，
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经济效益。

2018年，小红祥村被列为安宁市
乡村振兴试点村。如今，进村的道路
拓宽了，环湖栈道修起来了，同时还
建设了雨污分流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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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祥村试水新业态

本报讯（记者 王淑娟）日前，我
省发布2020年云南省茶产业绿色发展
政策支持资金奖补名单公告。去年，全
省共申报奖补项目 289个，申报资金
1.5亿元。经网上申报、审核和公示，共
有 202个主体获得奖补，涉及 37万亩
有机茶园、19万亩绿色茶园，绿色有机
产品认证证书380张，地理标志产品类

27个，奖补资金1.05亿元。
本轮奖补，普洱市、临沧市、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3个州市获奖主体数、
获奖资金量均排前3位。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评选活动将引导企
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助推各地在
绿色有机化发展、标准化生产加工、品
牌化做大做强等方面持续发力。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抓有机、强
基地、育龙头、树品牌、兴科技、扩市场
等系列工作，云茶产业实现综合产值
千亿元目标。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
联合印发的《云南省茶产业绿色发展
政策支持资金申报指南》，推动产业发
展成效明显，2020年，云南茶叶有机认
证面积和产品数居全国第一。

云南茶叶有机认证面积和产品数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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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心 奔 小 康

本报记者 秦蒙琳 黄兴能 博达

漾濞彝族自治县发生 6.4级地震
后，大批救灾物资连夜运往灾区，受灾
群众陆续领到帐篷、被褥、折叠床等救
灾物资。

5月 22日凌晨，大理白族自治州
森林消防支队救援官兵第一时间到达
震中所在地——苍山西镇秀岭村委会
大地埂子村黎家自然村和平梨自然
村，救援官兵挨家挨户搜索，将群众全
部劝离危房，到村里空地上过夜。

平梨自然村村民赵志全告诉记
者，21日 20时地震发生后，他们一家
立即从屋里跑了出来，在自家大门口
避震。紧接着地震再次发生，全家人跑
到了离家稍远的公路上。22日一大
早，救灾帐篷已经搭建好，赵志全一家
都可以住到帐篷里了。

22日9时，记者来到黎家自然村。
村民黎永陈对记者说：“昨晚地震时，

我们看到土墙拉裂、瓦片掉下来，就没
敢再回屋里去。今早天刚亮，消防救援
官兵就送来了糕点和火腿肠，还帮我
们搭起了帐篷，搬来了被褥和折叠床。
现在一家人都住进了救灾帐篷。”

22日11时，记者在大地埂子村村
边的一片梨树林，见到了七八顶搭好
的救灾帐篷，帐篷前还有一口大锅正
在烧菜。村民许银兰告诉记者，锅里煮
的是粉丝、白豆、腊肉，“我们兄弟姊妹
8家人一起煮饭吃，10点钟就吃了早
饭。这片果园是我们阿嫂家的，8家的
帐篷都搭在这里。煮饭用的食材是救援
人员帮我们从家里拿来的，还给我们准
备了好几箱矿泉水。”

“阿孃，给有哪点不好，让医生帮
你瞧瞧。”大理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
员 22日中午赶到了大地埂子村安置
点，74岁的黎清会正独自一人坐在树
下喊肚子疼，医护人员仔细帮她进行
了诊治。 下转第二版

震区群众有饭吃有帐篷住

本报讯（记者 张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予波
5月 22日率队赴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
看望慰问漾濞6.4级地震受灾群众，检查督导抗震救
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科学救灾、系统安排、统
一领导，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有力保障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王予波深入地震震中苍山西镇秀岭村，实地查
看受灾情况，要求逐村逐户逐人开展排查，全面细致
摸清受灾情况。在秀岭村临时安置点，王予波看望慰
问受灾群众时表示，困难是暂时的，党和政府一定会
帮助大家战胜灾难、重建家园，希望大家坚定信心、
共渡难关。王予波还看望慰问了在救灾现场值守的
武警官兵、消防指战员、应急救援人员、医护人员、通
讯保通人员和基层干部，要求大家继续坚守一线做
好抗震救灾工作，决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和期盼。

20时，王予波来到位于秀岭村委会的前线指挥
部。在接连不断的余震中，王予波与各级各部门负责
同志一同会商抗震救灾工作，转达省委书记阮成发
的慰问和要求，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他强
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以对党中央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做好工作。
要坚持科学救灾，统筹调度好各方救援力量，保障好
救援人员自身安全。要坚持系统安排，统筹做好群众
安置与危房排查、抢险救援与灾后防疫、当前救灾工
作和灾后恢复重建。要坚持统一领导，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各项工作要求，健全完善救灾指挥体系，确保
救灾工作有序开展。当前，要全面做好搜救工作，确保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全力开展伤员救治，确保每个伤
员都得到精心医治；全面安排好群众生活，确保周密
细致、保障到位；抓好保通保供，确保灾区物资保障充
足、通讯畅通、交通顺畅；加强灾后防疫，坚决防止发
生新冠肺炎疫情；广泛宣传救灾避险知识，防止发生
次生灾害；精准排查房屋受损情况，尽快开展房屋加
固重建，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准备工作；加强与国家部
委汇报衔接，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客观如实汇报工作；
继续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及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回
应社会关切，有力维护灾区社会稳定与人心安定。

王予波强调，越是危急困难时刻，党员领导干部
越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坚决守护在群众身边。要
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有力
有序开展。

和良辉、杨杰参加检查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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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生万物”生物多样性
科普系列活动首场巡展启幕

展现云南
生物多样性之美

见第二版

祝融号火星车
成功驶上火星表面

见第四版

弘扬聂耳精神
唱响时代旋律

见第五版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走过来时的路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
超，一日双星陨落——

今夜，我们一起
仰望星空

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