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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讲述生态保护“中国经验”
海菜腔表演者、哈尼族少女和阿勒泰“河狸公主”……

    昨天下午，全球瞩目的《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
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悠扬婉

转的海菜腔演唱中拉开帷幕。
海菜腔是彝族传统歌曲，享有

“滇南第一腔”的美誉，其所展现的
中国热爱自然的古老传统和云南丰

富的民族文化，在开幕式上也得到

与会者点赞。
表演者李怀福曾是全国青歌赛

原生态唱法金奖获得者。他告诉媒
体，海菜腔是古人在云南省红河州石

屏县异龙湖捞海菜时，看到起伏不断
的波涛随之哼出来的小调，至今已有

700多年历史。在他看来，这样的传
承也是一种没有污染、没有包装的

“生态文明”，而他希望年轻人能把这
样的歌曲和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提出要将“生态文明”保存好并
一直延续下去的还有哈尼族姑娘

施晓悦。
昨天，她作为作为云南青年代

表登上了大会发言席，与全球的参
会嘉宾分享了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

尼梯田如何成为人与自然共生共享
的典范和全球 36个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之一的故事。

“我们哈尼族的祖先与自然和
谐共生。创造了世界文化遗产红河

哈尼梯田。”施晓悦在发言中讲述
道：1300年前，崇拜大自然的哈尼

祖先细心保护着茂密的森林，围绕
森林涵养出丰富水源，在森林之下

搭屋建寨，又在村寨周边依山随势，

挖田引水，开垦出了宛如天梯的层层
哈尼梯田。施晓悦说，在千百年的岁

月中，哈尼族人祖祖辈辈稻作为生，

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与自然融为

一体，保护和促进了多样的生命世
界，让哀牢山区拥有 2000多种植物

和 460种野生动物，成为世界生物多
样化的展示地区。“如今，哈尼族人充

分享受着生态红利，依然耕种着梯
田，呵护着水系，生动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过
上了幸福生活。”施晓悦说。

“我是‘河狸公主’初雯雯。”
与施晓悦一样，来自新疆阿勒

泰的女博士初雯雯带着些许的紧张

昨天也走到了聚光灯前。她是一名经
验丰富的野生动物保护者，在众人面

前，她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工作，
尤其是河狸保护的成果娓娓道来。

据初雯雯的介绍，阿勒泰是中
国仅有的河狸分布区，这些擅长“修

水坝”的小家伙被称为动物界的工程

师。河狸坝能改变水位，聚集鱼群，吸
引鸟类筑巢，继而引来小型兽类和昆

虫。所以每一个河狸坝都能给更多野

生动物提供新的生境，提升当地生物

多样性水平。在阿勒泰的乌伦古河，
经常会有河狸因为打斗受伤死亡。因

为它们对栖息地的要求很严格，只会
选择食物资源充足的地方做窝，而它

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则是天然面积
越来越小的灌木柳。

为了保护河狸，初雯雯发起了为

河狸种植灌木柳的公益项目“河狸食
堂”。“在过去 4年里，中国有超过百

万名 90后小伙伴参与到了新疆阿尔
泰山的自然保护工作里，发展了 190

户牧民。我们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帮
助河狸的数量从 160多只上升到了

190多只，取得了促进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数量上升 20%的好成绩。”

在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
部长黄润秋还从 COP14 主席国埃

及的代表手中接过一个盛放着一柄
“锤子”的红色托盘。作为此次会议

的东道国，它象征着黄润秋将“接
棒”担任 COP15 的会议主席，聚焦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昆明时刻”
也正式到来。

相信不久的将来，施晓悦、初雯
雯口中的中国经验也将通过此次

COP15的成功举办，传递到世界的
更多角落，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奏响更多的“海菜腔”。

特派记者 杨硕 杨一帆
（本报昆明今日电）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开幕
韩正出席并致辞

    据新华社昆明 10 月 11 日电（记者 齐中熙

潘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11

日在云南昆明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国家之一，一直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
国愿与各方加强合作与交流，切实履行好本次大会

东道国义务，发挥好主席国作用，推动达成全面平衡、

有力度、可执行的共识和行动框架，推动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韩正向与会各方提出三点倡

议：一是凝聚共识，提振雄心。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

治推动与对话交流，走雄心与务实兼备之路，科学制

定 2020年后行动目标。二是加大投入，调动资源。拓宽
各种资金投入渠道，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

供更大支持。三是加快变革，协同增效。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置于优先位置，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发展转型变革。加

大自然和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力度，协同应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粮食安全等全球环境挑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题

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来自 140多个
缔约方及 30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共计 5000余位代

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参加大会。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高地
李强出席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开幕活动，龚正辛国斌致辞，蒋卓庆出席

    本报讯 2021上海国际生物医

药产业周昨天在世博中心拉开帷
幕。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开幕活动。市

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辛国斌分别致辞。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出席。
龚正说，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

上海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使命。“十四

五”是上海建设世界级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牢把
握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大方

向、大趋势，强化前瞻谋划，优化制
度供给，深化资源整合，增强高端产

业引领功能，加快打造生物医药创
新策源高地、高端制造高地、人才汇

聚高地、政策配套高地。期待上海国

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办出特色、办出

水平、办出国际影响力，努力建成全

球生物医药产业展示最新成果、共
话前沿创新、促进合作交流的重要

平台。热忱欢迎国内外医药企业来
沪发展、投资兴业，助力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上海高地，携
手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共同创造健康美好未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为

生物医药前沿产业创新中心揭牌。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主持开幕活
动。市领导诸葛宇杰、朱芝松出席。

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中医科学
院名誉院长张伯礼院士，诺贝尔奖

获得者迈克尔 ·莱维特，美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

等分享了生物医药及相关领域前沿

趋势及创新成果。开幕活动上还发

布了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合作
伙伴，开展了行业对话并启动生物

医药“明日之星”活动。

本次产业周以“共济未来驱动
新生”为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举办，中外知名科学家、投资人以
及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等千余人参

会，依托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国际知
名企业、投资机构等举办 20场高端

活动，全方位展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成果，创造生物医药领域投资机
遇和合作空间，促进各方思想碰撞和

深入交流，吸引全球优势资源汇聚融
通，推动招商引资和产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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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昨日在昆明开幕。会议
期间，昆明市组织“相约中
国春城 保护美好家园”城
市推介会和四个主题采访
活动，旨在讲述昆明生态
文明建设故事，让大家感
受春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遇见更好的昆明。

▲

 面目一新的陈家营岔沟

城市型湿地

COP15
开幕式侧记

用生物链的方式治理水环境
昆明城市景观环境大提升

陈家营岔沟湿地

城中村换新颜
昨天，当整治过后的陈家营岔

沟湿地映入记者眼帘时，很难想象

如此优美的环境，此前是一片污染
严重的沟渠。

陈家营岔沟位于昆明西北部，
是“高原明珠”滇池的上游。之前，

位于城中村的这片水域不仅污染

负荷高，影响了滇池水质的改善，
而且由于硬质路面过多，渗水量

差，城市内涝频繁。
2016年，昆明开始大规模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在陈家营岔沟，当
地在新社区的建设中主动向绿地

“让步”，在社区与道路间建设大面
积沉降式湿地，并在路面铺设时采

用了渗水性好的透水沥青。
“这里本来很干，也没植物，只

有城中村和老旧厂房，我们在这里
进行了一个水环境的打造，用生物

链的方式来进行水环境治理，这是
一个新的探索。”昆明市五华区水

务局局长张拾化说。
据介绍，陈家营岔沟城市型湿

地工程已经发挥较为明显的作用。

该生态湿地除了有“高颜值”的景观

功能外，也为削减入河污染负荷筑
起“绿色屏障”。昆明水务局副局长

熊国志对记者表示，通过在旱季前
后两组水样水质监测显示，经过层

层过滤、沉淀，水质类别从Ⅳ类提升

至Ⅲ类，各项水质监测指标数值均
明显下降，化学需氧量降低 23.4%，

氨氮降低 53.5%，总磷降低 61.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降低 50.8%。

洗马河公园

重现“秀水环绕”

位于翠湖公园旁的洗马河现在
很受昆明市民的欢迎。

相传明朝开国功臣沐英爱马，

镇守云南时在翠湖边河畔种柳沐
马，故名“洗马河”。曾经的洗马河

“泉水汩汩”，后因城市化进程，洗马
河逐渐变成一条地下暗河。直到翠

湖历史文化片区整治提升工作开
展，启动洗马河水系恢复工程，洗马

河才重新出现在翠湖公园西南侧。

为改善水质，翠湖公园多方征
询，确定了开展水体推流自循环改

造工程，在洗马河河道相对低处位
置设置潜水泵，将水抽排至河道相

对高位，形成水体流动自循环。
同时，还根据水体改善情况继

续开展专项工作，增植水生植物，适
配季节性苗木花卉。“我们在河道内

种植纸莎草、美人蕉、热带睡莲、菖
蒲等，河岸边栽种牡丹樱、云南樱花

等常绿植物，不仅美化河岸，而且与
相邻的翠湖公园相得益彰。”洗马河

公园工作人员张美玲告诉记者。
如今，新“洗马河”的河水经过

钱局街一段暗管连到篆塘河，翠湖
和滇池再次融为一体，再现了“柳营

洗马、秀水环绕”的景区形象。
特派记者 杨一帆 杨硕

（本报昆明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