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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发布的 2023

上海“貉口普查”报告。

“貉口普查”之所以让人感到新鲜有趣，因为这是第一次

在中国超大型城市，通过公民科学的组织方式进行的城市野生

哺乳动物同步调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此前接

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2023 年调查的志愿者队伍中领队

人数翻番，很多都是2022年的志愿者在今年主动申请成为领队，

“他们从最初抱着来玩的心态，到 2023 年能够独当一面，成为

核心志愿者，甚至成为我们团队成员。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市民

深度参与”。

有越来越多民间志愿者参与到生态保护相关的数据，更有

人直接通过调查，勇敢揭露违法犯罪行为。10 月下旬，有爱鸟

人士调查发现，在山东烟台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岛屿上，

遍布细密的捕鸟网，鹰、隼等保护动物被活捉或流向市场，而

一些没有商业价值的鸟类死体则被当场肢解，当作野味流向当

地餐厅，数量多达百只。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山东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

截至10月30日，共立案非法狩猎案件5起，依法刑事拘留3人，

取保候审 1 人。

制度性保障愈发完善

公众在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参与度不断提高，离不开制度

性保障的支持。

在过去一年中，一系列法治“重拳”，为生态环境保护打

下了牢靠的基础。2023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最高检、公安部

查处了以山东锦华案为代表的一批环评造假案件。山东锦华案

是查处和判决的环评领域犯罪第一案。

4 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支持起诉

的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第一案——甘肃弃风弃光案，历时 7 年，

双方达成调解。这一公益诉讼直接推动甘肃当地新能源消纳能

力、新能源发电输送能力的建设进程。

同样是在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

黄河保护法是继长江保护法后我国第二部流域法律。生态环境

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表示，黄河保护法抓住了黄河流域的

主要矛盾，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形成了有效保护黄河的

法律制度体系。

为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

下简称新野生动物保护法）自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在 8 月 15 日，公众也迎来了中国第一个全国生态日。全国

生态日是我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综合性活动日，意义特殊且重

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设立。

当然，伴随着制度性保障与公众参与程度的持续提升，生

态文明建设也将持续面临保护与发展之间平衡问题的考验。据

新华社报道，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万军表示，我国生

态环境离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离人民群众期待、离高质量发展

要求还有差距，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生态环境保护结

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仍处

于高位，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等。

对此，202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指出，继

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其中，“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居首位。“处理好发展与保护

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个永恒课题”。生态环境部

部长黄润秋在上述会议表示。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继续深入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明确为 2024 年经济工作的九

大重要任务之一。具体来看，需要全国各地抓好产业转型升级，

以此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发展；在科普宣传层面，社会各界要

借助“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宣传活动将绿色低

碳理念推广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种种迹象已表明：新的

一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吉林省天桥岭林区先后拍摄到野生东北虎“一家三口”及野生东北豹出镜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