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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记

者安蓓、高敬)6 月 13 日是第 6
个全国低碳日，今年低碳日的主
题是“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强化低
碳行动力度”。今年 6 月 11 日至
17日是我国第 28 个全国节能宣
传周。

当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地球生
态系统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影响
人类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
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承担怎
样的责任？低碳发展对高质量发
展意义何在？

低碳生活，在点滴

细节中

关注微信小程序“北京市机
动车自愿减排交易平台”，车主在
车辆停驶前后分别拍摄上传行驶
里程，停驶满 24 小时即可出售碳
减排量，领取红包或碳积分……
2017 年 6 月上线以来，北京市
“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平台
已注册用户 10 . 4 万人，累计碳
减排量超过 1 . 4 万吨。

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上，北
京市发出“空调温度再提高一度”
倡议，同时启动不停车收费推广
活动。

炎热的夏季，如果每台空调
在 26 摄氏度基础上调高 1 度，每
年可节电 22 度，相应减排二氧化
碳 21 千克；每月少开一天车，每
车每年平均节油 44 升，减排二氧
化碳 98 千克……应对气候变化，

就蕴藏在一点一滴的细节中。

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上海
市发布国内首本“绿色制造”通行
证———《上海市绿色护照》，重点
聚焦上海绿色制造品牌；武汉市
召开国际研讨会聚焦低碳城市路
线图；山东临沂开展公共机构办
公区域空调停开一天等能源紧缺
体验活动。

此外，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全国公
共机构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改造百
栋楼宇清单；并与相关部门发起
公共机构绿色出行倡议。

“通过加大节能宣传，引导全
民参与节能降耗 、共享蓝天白
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
说。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

冰川加快融化，极端气候现象增多……以全球变暖为主
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环境生态
威胁。

北京冬奥组委所在地，是首钢老工业区工业遗存改造利
用的典型案例。13日举行的 2018 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
动上，北京冬奥组委秘书长韩子荣表示，将通过推进低碳场馆
建设、构建低碳交通体系、加强废弃物回收利用、探索碳排放
补偿机制等，实现冬奥会低碳排放目标。

作为 13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是遭受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我国已明确二氧化碳排放 2030 年左右
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等行动目标。2017 年我国碳强度比
2005 年下降约 46%，初步扭转了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势头。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推进《巴
黎协定》后续谈判进程，加强碳排放交易体系制度和能力建
设，研究落实国家自主贡献行动方案和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加
快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政策协调和行动落地，充分发
挥应对气候变化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促进作用，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协同作用。

低碳发展，高质量发展重要特征

截至 5 月上旬，“地沟油”制成的 B5 生物柴油已在上海 33
座加油站布点销售，总销量超过 2300 万升，预计年内上海将有
200 座加油站供应这种生物柴油。“使用起来和普通柴油没什
么区别，每升还便宜 3 毛钱，很划算。”物流车司机王家勇说。

从新能源汽车到共享单车，从绿色建筑到海绵城市，从碳
排放交易到绿色金融……节能降耗、低碳发展，已成为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

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万元生产总值能耗累
计下降 20 . 9%，节能 10 . 3 亿吨标准煤，以年均 2 . 2% 的能源
消费增速支持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7 . 1% 的增长，为生态文
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宁吉喆说，要把节能提高能效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源头措施，全面强化能源资源节约和循环
利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资源和生态环境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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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6 月 13 日电(记者张周来、
曹祎铭、周华)“嘘，别出声，它们来了！”顺着
村民农伟宏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多只个头
小巧、褐色羽毛的小鸟扑啦啦飞进密林，落在
岩石上。霎时，在一处伪装棚后面，响起了一
阵急促的相机快门声。

鸟儿飞临的地方，位于中越边境广西龙
州县逐卜乡弄岗村陇亨屯，一个壮族聚居的
小山村，临近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农伟宏
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喀斯特岩溶山弄里，
满眼绿水青山却长期收入微薄、贫困难除。他
们不曾想到，一群鸟儿的“出现”，改变了小山
村的面貌和自己的生活。

弄岗有穗鹛，更有“鸟儿天堂”

每天清晨，农伟宏及其母亲都会提一桶
水、拿着一盒面包虫朝着自家房屋后的密林
处走去。林间有一处高出地面的岩石。“这个
地方每天都会有数十种鸟类前来觅食、洗
澡。”农伟宏说，“我们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来
这个点投食、换水。”

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热带北缘
岩溶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内群
峰嵯峨、喀斯特地貌典型，植被为世界上罕见
的保存较为完好的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陆
地生物极为丰富。2005 年开始，广西大学教
授周放和他的学生蒋爱伍在弄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野外考察过程中，多次观察到一种未
见记载的画眉科鸟种，经过与多种同属鸟类
比对，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新鸟种，命名为弄岗
穗鹛。后来，周放和蒋爱伍将学术成果发表在
鸟类权威期刊《The Auk》上，弄岗穗鹛得到
世界鸟类研究界的认可。从那时起，农伟宏他
们发现，来村里特意看鸟、拍鸟的人多了起
来。他们中很多人花钱找农户借宿、吃饭，往
往一住三五天，每天上山看鸟、拍鸟。

弄岗穗鹛全身大部分为深褐色，偶有少
数白色斑点，并无色彩斑斓的外表。但当地发
现的全部数量不到 2000 只，已被列入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

人们发现，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实
是一个“鸟类天堂”。农伟宏家所在的弄岗村
陇亨屯位于保护区边缘，生态环境优美，林下
鸟儿种类就有好几百种。

在陇亨屯，开始出现背着各种摄影器材
的观鸟拍鸟爱好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称为“鸟
友”。一开始，弄岗村许多村民对于有人来看
鸟没怎么在意，也没意识到接下来将会发生
什么。无论是清晨醒来、深夜入梦，还是居家
休闲、外出劳作，萦绕在耳边的声声鸟鸣村民
们早已习惯。但对于“鸟友”们来说，能够亲眼
看到珍稀品种，那是一种幸运；能够亲眼看到
并拍下来，更是历尽艰辛后的莫大幸福。

今年 65 岁、来自河南洛阳的拍鸟者王国
庆已经有 10 年的拍鸟经验，今年 3 月份专程

为了拍摄冕雀而来。“弄岗这个地方生态环境
好，在这里能拍到许多国内其他地方拍不到
的珍稀鸟类。”王国庆说。

“唤醒”弄岗人的护鸟意识

长期以来，弄岗村的村民对生活在房前
屋后的鸟儿没有特别的感受。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当地村民打鸟、吃鸟的风气盛行，弹
弓、猎枪、气枪是村民们打鸟的常用工具，几
乎家家户户都有。“因为山里穷嘛，有句话说
‘靠山吃山’，那时候大家认为打几只鸟来吃跟
杀鸡宰羊没什么两样。”村民黄远程说，据当
地老人讲，贩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更为奇特的是，当地人在长期与大自然打
交道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一种特殊技能：他们可
以通过吹口哨发出特别的声音，将附近的鸟儿
吸引过来，这一度助推了捕鸟、打鸟活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有关枪支管理法规
颁布实施，经过多轮枪支收缴工作，弄岗村打
鸟的枪声逐渐消失。但在弄岗，农民群众长期
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过去
很多年里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青壮年劳动力
纷纷外出务工。

现在，慕名前来观鸟拍鸟的人越来越多，
需要吃饭、住宿、补给，还需要村民帮忙带路。
村民们渐渐发现了在家门口增加收入的机会。

一些年轻人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职业：专
门为“鸟友”引路，这些人被戏称为“鸟导”。“鸟
导”们能够带领“鸟友”更快找到方位发现目
标，即便一时找不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能用独
特的口哨声把鸟儿引过来，供客人观赏拍照。

在不少“鸟导”家里，观鸟服务细分为多

种，如为“鸟友”提供接车服务，还能提供观鸟
用车、就餐住宿、观鸟向导等，这些服务基本是
明码标价，标准一般在每天 100-200元之间。

来自广东的苏国民退休不久，今年第一
次来到弄岗拍鸟。“拍鸟的人认死理，一定要
拍到满意的照片才肯罢休。”苏国民说，“弄岗
在观鸟方面有优势，即使一天花三四百元，我
们也乐意来弄岗拍鸟。”

从天南海北来弄岗的“鸟友”们蹲守拍摄，
乐此不疲。大批“鸟友”带来的经济收入，给了
村民们意外的惊喜，也大大激发了大家保护
好生态环境的热情。“没有这么好的森林，就没
有这么多鸟在这里安家；如果没有这些鸟儿，
我们弄岗村也就吃不上‘观鸟’这碗饭。”弄岗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说。

“这片森林、这些鸟儿就是我

们的宝贝”

鸟儿离不开绿色森林，就像人类离不开
干净的水源。逐卜乡党委书记侯勇告诉记者，
过去，当地群众为了生存长期采取刀耕火种
的方式，山上森林植被一度遭到破坏，当地为
此进行了持续多年的引导，如今已经很少有
人上山砍柴。记者最近在弄岗村看到，大多数
农户用上了液化天然气，过去那种一到做饭
时间家家户户冒烟的情景正在消失。

2014 年前后，在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广西柳州观鸟会的引导和帮助下，弄岗村
开始建设弄岗观鸟基地，越来越多村民开始
加入观鸟服务。以护鸟、观鸟、旅游观光、休闲
度假为主的观鸟产业链蓬勃发展起来。

农伟宏家的楼房屋顶上就是一个观鸟

点，几乎每天都有“鸟友”蹲守在这里，只为拍
到弄岗的另一种明星鸟——— 冕雀。2014 年，
越来越多的“鸟友”带来商机，农伟宏利用自
家闲置的房间开起了客栈。

坡那屯的贫困户蒙振海做“鸟导”已有 3
年时间。他建立的 3 个观鸟点可以拍到白翅
蓝鹊、红头咬鹃等鸟类。“去年‘五一’那天客人
特别多，我一个点的收入就有 1500 元。”蒙振
海说，“今年我打算种三亩沃柑，果子可以就
地销售，还可以让客人体验采摘的乐趣。我一
定能脱贫！”

2017 年到弄岗观鸟的人数有 8000 多
人，是 2016 年的 4 倍，共带来数百万元的收
益。目前，弄岗观鸟基地已辐射到弄岗村 5 个
屯，有专业“鸟导”18 人，发现观鸟点 20 多
个，开设农家客栈 10 多家。当地有 47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直接参与“观鸟”服务，单个农户
两三个月观鸟旺季的收入能有四五万元。还
有 10 户贫困户参与农家客栈经营。弄岗观鸟
基地如今已成为广西规模最大的观鸟基地。
去年 2 月，龙州县举办为期 5 天的中国·龙州
“秘境弄岗”国际观鸟节，弄岗村知名度进一
步提升。通过实施房屋立面改造、改厨改厕、
建设排水排污系统管网、修建生态停车场、建
设景观文化长廊等，陇亨屯面貌焕然一新。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努力没有停下
脚步。在弄岗村，不少村民过去打鸟、吃鸟，如
今渐渐成了爱鸟、护鸟的“土专家”。陇亨屯里，
一些村民房屋的外墙上挂着“鸟友”在此拍摄
的鸟儿照片，并配有相关文字说明。农伟宏说
起这个显得很自豪。“家乡变美了、生活变好
了，大家都明白这片森林、这些鸟儿就是我们
的宝贝，每一棵树、每一只鸟都要保护好。”

爱鸟，深度改变了一个穷山村
与鸟儿共生共荣的村庄

大图：在弄岗村陇亨屯，村民农伟宏在观鸟点放食，在他身后是多名“鸟友”的长镜头（3 月 29 日摄）。

小图：在弄岗村陇亨屯村民农伟宏的观鸟点，两只弄岗穗鹛在觅食（3 月 29 日摄）。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记者林红
梅)你喜欢兰花的美丽多姿吗？你知道兰花浑
身都是宝吗？你了解野生兰花濒临灭绝吗？为
留住地球上野生兰花的倩影，中国野生植物
保护协会近日启动了兰科植物保护行动。保
护野生兰花，拒绝乱采滥挖，迫在眉睫，需要
你我他的共同参与。

“兰科植物是世界性濒危物种，其野生资
源濒临灭绝。”国家兰科中心副主任张国强介
绍，兰科植物全科所有种类均被列入《野生
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范
围，占公约应保护植物的 90% 以上，是植物

保护中的“旗舰”类群。
我国是《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的缔约国之一，目前，兰科植物保护形势非
常严峻。据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李润
明介绍，2017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的 80 多位
专家对我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进
行了评估，约 90种兰科植物濒危等级为极危，
占 35784个被评估物种中极危物种的 15%。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兰科植物保育委
员会秘书长李利强指出，目前，我国人工种植
的大多为蝴蝶兰、国兰等，其余主要以野生兰

花为主。挖掘野生兰花曾达到疯狂的程度，一
度造成多个地区的野生兰花灭绝。

李利强表示，野生资源枯竭的后果之一
便是自然变异品种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生
物多样性完整和珍稀兰科植物灭绝，对国家
的生态安全造成危害。

我国为对兰科植物资源进行重点保护，
编制了《中国重点兰科植物保护工程规划》，
划建了一批新的兰科植物自然保护区，开展
了兰科植物种质资源迁地保护和野外种群重
建，加强了兰科植物人工培育，以缓解野生资
源保护压力。

面对野生兰科植物日益加剧的濒危现状，
我国保护的力量仍显薄弱。据李利强介绍，《中
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于
1999 年公布，但兰科植物并未列入其中。第二
批名录讨论稿中，兰科植物列入其中，但名录
至今尚未正式发布。因此，野生兰科植物的保
护缺乏法律依据，在执法上存在困难。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兰科植物保育委
员会主任刘仲健呼吁爱兰者，不要为了将这
一抹幽兰据为己有，而破坏这个物种的生存。
若想日日赏兰，请到有资质的繁育基地购买
兰花，拒绝购买来自乱采滥挖的野生兰花。

你若真爱兰，请拒绝购买野生兰花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启动兰科植物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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