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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杨洁）今天上

午，在“一网通办”总门户上线三周
年之际，部分市民代表、“一网通办”

推广大使走进市大数据中心，近距
离了解“一网通办”亮点服务和热门

应用。
活动现场，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副主任、市大数据中心主任朱宗尧

通过外场连线，与正在宝山科技园

办理“一网通办”企业服务事项的市

民黄先生进行线上交流。黄先生坦
言，以前企业办理业务变更，最怕填

表，提交到窗口又说表填错了，反反
复复很浪费时间。“不过，今天我来

这里办事，原本十几页的变更表上，
大部分信息已经自动填好了，我只

要填缺补漏就可以，很方便。”黄先

生建议“一网通办”能够提供更多政

策解读。朱宗尧表示，政策精准推送

正是“一网通办”下一步的方向和努
力目标，要让“一网通办”服务惠及

更多市民和企业。
三年前的 10月 17日，上海“一

网通办”总门户正式上线。三年来，
“一网通办”从用户需求和体验出

发，聚焦供给侧改革，推动服务更广

泛、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目前，

“一网通办”实名个人用户数 5715

万，企业用户 236万，接入政务服务
事项 3376项，累计办件量 1.7亿，

服务人次 112.79 亿，网办率超过
70%，市民认可度满意度持续提升。

接下来，市大数据中心将持续
深化数据赋能，做强做精市民主页

和企业专属网页，着力打造“随申

办”超级应用品牌，并加快建设完善

企业移动端服务，不断提升企业服

务能级。

此外，在活动现场，黄浦交警黄
俊介绍“一网通办”爆款应用。市民

代表分享了使用“一网通办”服务的
体验，并与参会专家一起，畅谈深化

“一网通办”改革、优化“一网通办”
服务的意见建议。“一网通办”特聘

的 12位推广大使代表获颁聘书。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引
起关注的不仅有因“一路‘象’北”在

全球刷屏的亚洲象，还有在上海周
边化身“动物市民”的貉。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日
前将上海对市民与貉和平共处的探

索，视作在城市化背景下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正面案例。在复旦大学生
命科学院探索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

王放教授看来，这是上海值得骄傲
的成就。

不容易
守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在 COP15大会上，中国宣布设

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

热带雨林、武夷山国家公园。
但在国家公园外，仍有大量的

野生动植物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城市
周边。事实上，相较于面积较大、离

城市较远的国家公园，城市由于其

密集的人口和生活生产活动，生态
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更加复杂。

因此，从保护生态多样性角度
而言，城市化无疑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多种研究表明，土地利
用方式的变化是造成环境退化和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最直接、最根本的
原因之一，而城市化是土地利用变

化的直接驱动力。
另一方面，城市化虽不可避免

地改造原有的生态环境，但出于改
善人居环境的需要，又可能在城市

内形成新的优质生态环境。对于在
人类城市化进程中被挤压生存空间

的许多野生动植物来说，这样的环
境是很有吸引力的。无论是“返城”

的土著动物，还是“进城”的迁徙动
物，都是仅凭人力能阻挡在外的。

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秘
书长、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杨彤丹

表示，上海近年来全面落实林长制、
河长制，推进森林、湿地、公园城市

体系建设，在污染防治、生态造林、

野生动植物保护、遗传资源保藏与
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构建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空间，是城市

亟需回答的问题。

没想到
“貉”问题意外获解
去年，上海某小区因为大批貉

的出没曾引起广泛关注。作为“城市

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的一员，王放
多次带队前往事发小区进行调研。

王放回忆道，团队与市政管理
部门密集开会时，各方对相关问题

都感到相当焦虑，担心人与野生动

物的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增加，甚至

激化。

然而，短短一年后，情况出现了
惊人的逆转：当王放及其团队今年数

次重返该小区，越来越多的民众表示
可以接受和适应貉的存在。

王放坦陈，情况的改变出乎所
有人的预料。在他看来，这主要源于

两个其实很简单的变化：首先，小区
更严格地管理猫粮和狗粮的投喂，

如部分居民搭了架子在高处投喂猫
粮，让貉难以获取人工投喂的食物；

其次，通过团队的大力科普，小区居
民对貉的品性与习惯有了更多了

解，恐惧感自然相应减少。

此外，不应忽视的一点是，城市

野生动物也在自我驯化，观察和了

解人，以适应城市和人类密集的生

存环境。王放表示，许多案例表明城
市野生动物会随着时间推移表现出

更温和、与人和平共处的状态。
正是因为这些可喜的变化，生

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
红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上海的探

索予以肯定和赞扬。他指出，得益于
有关团队共同发起的“城市里的公

民科学家”项目，让社区居民共同参

与城市野生动物的调查研究。通过
对这种动物的观察和科普宣传，当

地居民进一步了解它们的习性，降
低对这一动物的恐惧，实现与貉的

和平相处。

可持续
上海探索宝贵经验
谈及一年来的变化，王放深有

感触的一点是，从科研工作者到城

市管理者再到普通市民，探索人与
动物和平共处的过程就是大家不断

地观察和学习的过程。
“事实表明，相关冲突没有人们

起初预想的那么可怕，时间、知识与

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王放
表示，人们需要的是平复心态，积极

学习，拥抱客观的事物。
不过，上海对人与貉和平相处

的探索并不意味着问题不会出现反
复。王放表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核心仍是人，在必要时也应予以
适当的人工干预。

杨彤丹认为，人们可以从两个
方面着手探索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
一方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生物技术等手段，继续完善巡查管
理、物种监测、遗传保护、外来物种

入侵识别、灾害防控等，严厉打击损
害野生动植物资源、破坏生态环境、

危害生物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
另一方面，加强相关立法，确保

相关治理有法可依。有着长期生物
安全立法实践经验的杨彤丹表示，

上海市人大近年来陆续颁布了诸多
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做了不少有益

的摸索和尝试，但协调不同区域统
一立法等方面还面临不少困难。生

物多样性保护很多是跨区域、跨部

门协同问题，需要立法明确建立协
同机制，比如中华鲟保护区域协作、

长江禁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保护等。

对于久居城市的我们来说，认识
和熟悉城市里的另类“市民”也许只

是补上人类最早拥有的智慧之一。
特派记者 杨一帆 杨硕

（本报昆明今日电）

    本报昆明今日电（特派记者
杨硕 杨一帆）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一阶段会议昨天在昆
明闭幕，会议第二阶段将于明年上

半年以线下的方式在昆明举行。
在第一阶段会议期间，高级

别会议通过“昆明宣言”，生态文

明论坛发布“共建全球生态文明，
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倡议，为

明年召开的第二阶段会议制定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凝聚广泛共识、奠定坚实基础。
在昨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表示，第一阶段会议取得了三大

成果。
一是凝聚广泛政治意愿，形

成强大政治推动力。9位国家领导
人和联合国秘书长线上出席领导

人峰会并发表讲话，为国际社会

携手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挑战、推
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了强

大信心和政治推动力。这将更加
有力地引领和推动各方深入对

话，凝聚共识，务实合作，推动达
成既具雄心又平衡务实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促进

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主流化，进而
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年愿景。
二是达成“昆明宣言”，这是

本次会议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昆
明宣言”的达成为后续 2020年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磋商提供了
政治指引，体现了各国采取行动

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
势，并确保最迟在 2030年使生物

多样性走向恢复之路的决心和意
愿，将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新的

动力。同时，生态文明论坛还发出

了“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
生物多样性”的倡议，对提升各方

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意愿都将产生积极的

影响。
三是中国提出了务实有力度

的东道国举措，宣布成立昆明生

物多样性基金。习近平主席在领
导人峰会上提出，中国率先出资

15 亿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出

台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相信这些举
措将有力地引导各方调动资源、

务实行动、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
拓宽各种资金的投入渠道，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
更大的支持，共启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的新进展、新进程。”

    从“四叶草”周边的绿地贸易

港、虹桥品汇，到客流密集的上海
虹桥机场、南京路步行街、吴江路

休闲街，在“拥抱进博首发季”期
间，市民游客都能“零时差”“零距

离”体验进博新品。昨天下午，2021
“拥抱进博首发季”在绿地全球商

品贸易港拉开帷幕，为期一个月的

活动中，国际品牌的“引进来”和本
土品牌的“走出去”双线并行，预计

将推出 200余项新品首发活动，逾

400个国内外品牌推出 2400余款
新品，至第四届进博会的结束一同

收官。

昨天下午，阿富汗、保加利亚、
柬埔寨、克罗地亚、古巴、多米尼加

共和国、刚果（金）、爱沙尼亚、希
腊、匈牙利、爱尔兰、马耳他、尼泊

尔、巴基斯坦、秘鲁、乌拉圭、乌兹

别克斯坦等 17个国家馆在绿地贸

易港全新开业。

此外，活动期间，虹桥品汇将
举办“虹桥品汇进博成果展示”，集

中展示、销售一批进博新品。
在市中心，静安区商务委联动

澳大利亚、日本领事馆等，共同打
造“静安消费嘉年华”，吴江路休闲

街将迎来原汁原味、琳琅满目的商

品尝鲜体验。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一网通办”年累计办件 亿
服务 112.79亿人次，市民认可度满意度持续提升

2021“拥抱进博首发季”启动

“零时差”体验进博新品

让城市生态更和谐，这份“上海答案”

COP15第一阶段会议闭幕
取得三方面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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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仪式上，17个崭新国家馆在贸易港集中亮相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