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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全球多地
自然灾害频发，损失巨大：
欧洲今年经历有记录以来
最热夏季；西非多国发生
灾害性洪水；太平洋赤道
中东部海域自 2020 年延
续至今的异常偏冷现象

（拉尼娜）将在部分地区分
别增加洪水、干旱和山火
概率。11 月 15 日地球人
口步入“80 亿时代”，这将
考验本已承受巨大压力的
地球生态系统……
　　直面风险挑战，《湿地
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
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
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
阶段会议于 2022 年年底
接连举行，集中展现了人
类在探索与自然相处之道
上的进展，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获得各界关注和赞
许，引发国际社会共鸣与
思考。

生态文明新智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
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
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
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
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
的报复。2022 年，人类生
态意识不断增强，应对气
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的
行动愈发增多，超越西方
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文明，成为全球广泛认
同的进步呼声。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总干事布鲁诺·奥伯勒
说，中国政府提出生态文
明概念，并积极与全世界
分享这一概念，这是中国
对世界的长期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月 15
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
式上致辞说：“生态兴则文明兴。我
们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中方为大会最终取得积极成果
提供了重要政治推动力。欧盟委员会
环境总司司长佛洛利卡·芬克-霍伊
尔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鼓舞人
心，鼓励各方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设定目标、明确路径，推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全球进程，将雄心转化为
行动。
　　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
绿色发展奇迹。10 年来，中国以年
均 3 % 的 能 耗 增 速 支 撑 了 年 均
6.6% 的 GDP 增速，单位 GDP 二氧
化碳排放量下降 34.4% ，绿色逐步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中国始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来谋划发展，坚持可持续
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
　　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肯尼亚非
洲 政 策 研 究 所 所 长 卡 格 万 加 认
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
面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努力富有
成效，让人真正理解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涵，即在发展和环境可持
续性之间寻找平衡，使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
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
始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立
场、将气候承诺化为实际行动的精
神表示高度赞赏。他认为，当前，国
际社会正面临能源危机，中国在气
候变化领域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携手发展新方案

　　一花独放不是春。在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征途
上，各国需携手前行。中国通过南南
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等多个机制
和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

气候变化、修复生态环
境等可持续发展能力。
　　距阿布扎比市约
35 公里的宰夫拉太阳
能电站是全球最大的单
体光伏电站，装机容量
达 2 吉瓦。这个由中国
企业总承包的太阳能电
站近期实现并网发电，
它将帮助阿布扎比每年
减排二氧化碳 240 万
吨，为阿联酋能源经济
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
作用。
　　伊拉克是世界上荒
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数据显示，该国高达
90% 的国土面积受荒
漠化威胁，45% 的农业
用地面临干旱和荒漠化
风险。伊拉克国家荒漠
化防治委员会专家萨马
德·卡米勒·阿里曾远赴
中国学习防沙治沙技
术。他将中国的麦草方
格固沙法带回伊拉克，
改进本国通用的治沙
手段。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
研究所环境与社会部高
级研究员郭江汶指出，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
电、电动车、减排以及生
态修复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展，而且中国绿色、
循环、低碳发展将显著
加速全球绿色转型，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贡献。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中国为世界留
下越来越多的“绿色足
迹”。能让长颈鹿“昂首
通行”的肯尼亚蒙内铁
路、阻止撒哈拉沙漠南
侵的非洲“绿色长城”防
护林带、不排放温室气
体又缓解“电荒”的中企
承建东非最大光伏电
站……一个又一个中外
合作项目，把保护地球
的理念落到实处。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
研究机构气候变化与能
源领域研究主任金振认

为，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指引下，在改善生态、开发绿
色能源的同时，积极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南南合作等为世界提供
中国方案，相信中国方案将为世
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推动绿色发
展注入强大动能。

命运与共新征程

　　回望 2022 年，中国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古老智慧和丰富实践
正跨越山海，为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来自中
国的新能源客车成了助力本届世
界杯创新、可持续、低碳办会理念
的交通主力。这些客车承担起运
送球迷、国际足联官员、媒体记者
到球场的任务。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
赫·比罗尔表示，清洁能源的发展
应用有效减缓了今年的全球碳排
放增幅，“今年，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迅猛。如今，全球约一半的新
能源汽车来自中国，中国在可再
生能源发展领域扮演了重要角
色”。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经过数
年艰辛工作和最后近两周“冲
刺”，在主席国中国的引领下，《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全球高
度期待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推动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英厄·安诺生评价说，中国在推动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表现
是“非凡的”。“在国际层面上，中
国真正展现出领导力”；在国内，
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不断在环境保护上取得巨大进
步，在设立生态保护红线、保护大
熊猫、减碳、治理空气污染方面表
现突出。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中国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助力
推动世界绿色低碳转型。新时代
新征程，中国将携手世界各国共
同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寻求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吉林西部地区有盐碱地上千万亩。
贫瘠的盐碱地曾因粮食低产让吉林西部
农民头疼，一度制约地方农业、生态、民
生等发展。
　　近 10 年来，吉林着力盘活水资源
这一关键要素，在白城、松原等地探索河
湖连通、以水改土、科技赋能、引资奖补
等绿色治理措施，让一度生态恶化的西
部重现水草丰美、候鸟翔集的生态底色，
实现新增耕地 46.62 万亩，粮食产能增
加上亿斤，持续打造西部水稻和冬捕水
产两块金字招牌。

吉林盐碱滩又迎粮产丰年

　　一个月前，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莫
莫格湿地送走年度最后一批候鸟——— 这
里是全球现存 90% 的白鹤等涉禽往来
于西伯利亚与大洋洲的必经驿站。
　　在生态恶化的 10 余年前，白鹤曾
绕飞此地。如今，这里已是湖泡纵横、稻
田连片。“地越来越好，米越卖越好。”镇
赉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孟庆江说。连日来，一辆辆货车从合作社
所在的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元宝吐村
驶出，车上载着 11 月上市的蟹稻共养
田新米，发往全国各地。
　　今年，吉林西部又迎粮产丰年。镇赉
是土地盐碱化最重县域，全县半数以上
耕地为盐碱地，在“以稻治碱、以稻治涝、
以稻致富”的绿色治理接力下，这座种稻
历史不足 40 年的县城如今已连续 5 年
夺得全省水稻总产量第一县。
　　“改良之后，盐碱地真的成了高产
田！”在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套浩太乡腰围子村，种粮大户朱洪德的
稻田今年每亩产量 1200 多斤，创造了
他自 2016 年改良盐碱地以来的单产纪
录。这几年在专家指导下，从土地整理到
灌水洗盐、施肥、选择耐盐碱品种，朱洪
德的稻田产量和大米品质逐年提高。“每
亩稻田比普通水稻增收上千元。”他说。
　　据测算，全国 15 亿亩盐碱地中有
超 1 亿亩具有可开发利用潜力。在吉
林，盐碱地具体分布在西部的白城、松
原、双辽、农安等地。2012 年以来，吉林
西部地区整治开发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
源，实现新增耕地 46.62 万亩。根据农业
农村部的相关数据，我国 14 亿多人口
每天消耗 70 万吨口粮。按此计算，这
46.62 万亩耕地每年产生的 5 亿多斤粮
食，大约可满足一个千万人口城市两个
月的口粮需求。
　　产粮大省吉林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要压舱石。2021 年，吉林粮食产量
首次迈上 800 亿斤台阶。今年，吉林启
动“千亿斤粮食”工程，计划到 2030 年
粮食综合能力达 1000 亿斤。吉林农业
干部表示，吉林西部盐碱地的持续绿色
治理增强了吉林 8 年内 200 亿斤粮食
增量的底气。

盘活水资源重现生态底色

　　吉林西部历史上人均耕地、草原、水
域面积曾领跑全省，但 20 世纪 70 年代

起由于土地资源取予失衡、林草资源缺
乏保护、土地沙化、盐碱化速度递增，成
为“候鸟绕飞区”。当时，松原查干湖面积
从几百平方公里“缩水”至几十平方公
里，守着湖边过日子的居民为了生计，无
奈把河道内的水盛出来，熬盐、熬 碱
卖钱。
　　盐碱地主要划分为苏打盐碱地、
滨海盐碱地、内陆盐碱地等类型，如今
吉林西部就是苏打盐碱地的集中分布
区之一。吉林省大安市自然资源局土
地整理中心主任王长志介绍，苏打盐
碱地的土壤高碱化度决定了其治理难
度大。
　　谈及治理成本，中科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淼认为，
选对了方案，治理成本就不会高，何况治
理盐碱地算的是事关农业、生态、民生永
续发展的大账。
　　在旱涝常伴的吉林西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确定“以稻治碱”路
径，但长期受制于旱期无水可用、汛期余
水难存的先天不足。
　　治理盐碱地，关键在水利设施的完
善。吉林西部近年来启动河湖连通等重
大水利工程，依托自然水系和兴修水利，
以提水、引水、分水将松花江最大支流嫩
江以及洮儿河、霍林河的富余水资源存
蓄到天然湖泡和湿地。通过江河互济水
网体系，使湿地、草原、森林等持续恢复，
也为“以稻治碱”提供了基础保障。
　　记者今年夏天在松原市前郭县套浩
太乡查干吐莫村了解到，当地去年新建
的泵站为周边上万亩稻田提供了充足的
灌溉水源。该泵站来自覆盖前郭、乾安、
大安等 3 个盐碱县域的松原灌区工程。
经过 7 年多建设，这项工程的 12 个泵
站已有 9 个建成使用，可就近满足农业
生产和生态涵养需要。
　　目前，吉林以构建“两纵四横”全域

水网为核心，系统谋划中西部供水、
“引嫩入白”扩建、大安灌区二期、扶
余骏平灌区等水利骨干工程。吉林省
水利厅副厅长刘志新表示，这些工程
将进一步优化水土资源匹配格局，完
善干支渠输水体系，切实为盐碱地等
耕 地 后 备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提 供 水 源
保障。
　　今年，吉林省出台《关于开展盐碱
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的指导意
见》。意见指出，到 2025 年，建立规划
引领、科学有序、技术完备、生态安全
的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体
系，开发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实现
新增耕地 166 万亩；到 2035 年，开发
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实现新增耕地
365 万亩。为确保新增耕地灌溉水源
充足，吉林未来每年还要新增 3.2 亿
立方米农田灌溉水量。绿水盘活，盐碱
地“喝饱”，也为科研进驻、资本引入、
产业融合注入了信心。

鱼米双飘香源自绿色引擎

　　“风好光好风光好，鱼香米香鱼米
乡”是吉林西部今年夏天出现的形象
宣传标语，折射出当地在绿色发展理
念的引擎下推进盐碱地治理、做大水
稻水产业态、建设清洁能源体系、优化
营商环境的综合进程。
　　为了“藏粮于技”，近年来，吉林西
部持续开展土地整理项目，把盐碱地
平整成一个个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田
块。全国多家科研单位和企业相继扎
根这里，采取工程、物理、农艺、生物等
技术措施，在整理后的土地上开展土
壤改良，消除土壤障碍因素、改善理化
性状，建立土壤耕层，创造作物生长
条件。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通过添加改良剂、增施有机肥以及
选育耐盐碱地水稻品种等实施配套栽
培技术，形成了“良田+良种+良法”的
盐碱地高效治理和综合利用模式。吉
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包青春介绍，
近年来，吉林先后选育审定通过了一
批优质耐盐碱品种，包括 5 个玉米品
种、9 个水稻品种、14 个大豆品种，为
开发利用盐碱地奠定基础。
　　年初，大安市新平安镇长明村等
3 个村屯的老旧房屋拆除后实现新增
盐碱耕地 900 多亩，大安市将这部分
耕地指标交易收益的一部分作为奖补
资金给予社会投资方，由公司对新增
耕地进行土地平整，完善农田基础设
施，并进行土壤改良，实现新增耕地当
年种出水稻。
　　近年来，随着吉林西部的生态新
变，一批外埠企业也纷纷来此投资。在
企业眼中，吉林西部位置“不偏”，是吉
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份接合带，有
着区位优势、有投资价值。
　　正值数九寒天，吉林西部也迎来
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冬捕季”。
　　冬捕，源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原始
渔猎活动。自 2002 年松原举办首届
冬捕节以来，查干湖的知名度越来越
高。但“冰湖腾鱼”的盛景并非松原查
干湖独有，大安嫩江湾、镇赉哈尔淖、
洮南四海泡以及无数泡沼冬捕点位在
冬至过后春节之前陆续“上线”，并结
合美食、民宿、冰雕等文旅产品吸引
游客。
　　得益于对盐碱地的绿色治理，如
今的吉林西部已成为我国湖泊密度名
列前茅的区域，可养鱼水面面积超 20
万公顷，在凛冬时节形成蔚为壮观的

“冬捕经济带”。
　   (记者王昊飞、薛钦峰、王帆)
    新华社长春 12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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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治理”使吉林 46 万亩盐碱地变良田

　　眼下正值鸟类迁徙时节，山东黄河
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机勃勃。
灰鹤、丹顶鹤悠闲漫步，“鸟中国宝”东方
白鹳拂水而过，数以万计的鸟群掀起一
层层“鸟浪”，场面蔚为壮观。
　　清晨，这个保护区一千二管理站副
站长辛洪泉走进辖区，开启了一天的巡
视工作。在这里工作 28 年的他，见证着
保护区生态的变化。
　　黄河三角洲由黄河入海冲积而来，
拥有完整的暖温带湿地生态系统。辛洪
泉介绍，一千二管理站辖区曾在 1997 年
遭遇一场风暴潮，造成土壤盐渍化，植被
随之退化，鸟儿失去了栖息之所。
　　“保护区对此实施生态补水工程，将
淡水引入湿地，植被逐渐恢复，生物多样
性随之提升。”这个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单
凯说。
　　近年来，这个保护区投资 13.7 亿
元，先后实施 17 个湿地修复工程，开展
关键物种栖息地保护、原生植物保育、海
洋生态修复。2019 年以来累计补水 5.33
亿立方米，修复湿地 188 平方公里，修复
盐地碱蓬、海草床 5.2 万亩。

　　植物群落修复了，鸟儿有了栖息地
和食物。“湿地精灵”黑嘴鸥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球仅可
观测到 2000 余只。“如今，它们成为保护
区的常客。2022 年保护区及周边观测记
录黑嘴鸥近万只，仅在一千二管理站就
观测到 3522 巢。”辛洪泉告诉记者。
　　要让鸟儿留下来，只修复湿地还不
够。这个保护区结合自身环境特点，建立
鸟类繁殖岛、鱼类栖息地，满足关键物种
觅食、繁殖需求。针对东方白鹳竖立人工

巢 115 个，安装视频监控 50 处。
　　如今，这个保护区内灌木、芦苇、
柽柳遍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只鸟儿
来此越冬繁衍，还有候鸟选择在此“常
驻”成为“留鸟”。
　　一千二管理站 20 公里外的黄河
口站，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 1988
年，我刚入站时，这里还是荒草丛生、
漫天黄沙。”黄河口站高级工程师张希
涛说，保护区成立以来，随着生态逐渐
好转，鸟儿也多起来。

　　张希涛常早上不到 7 点就到野外
观察，累计填写观测表 8800 多张，详
实记录着鸟类活动和繁衍情况，为迁
徙鸟类观察研究提供了一手数据。
　　 2022 年，这个保护区在黄河口湿
地开启了为期一年的鸟类调查，为科
研、监测、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我们加强智慧监管，运用大数
据、物联网、遥感、雷达等信息技术手
段，借助‘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
打造全方位监管体系。”黄河三角洲生
态监测中心主任刘静介绍。
　　据统计，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
白鹳今年在这里共繁殖 152 巢、470
只幼鸟；往年仅能观测到不足百只的
丹顶鹤，今年已观测到 330 余只；往年
少见的花脸鸭去年数量约为 2.2 万
只，今年更是达到 4.5 万只。
　　同时，今年保护区内还发现黑
头䴓、白枕鹤等珍稀鸟类，其中黑头
䴓为首次发现。“1992 年的时候还只
有 187 种鸟类，现如今，共有 372 种鸟
类栖息在这里。”单凯说。
　　从“盐碱滩”到“中国最美的六大
湿地”之一，鸟儿是黄河三角洲生态向
好的有力见证。  （记者袁敏）
        新华社济南电 年 终 特 稿

  ▲这是 2022 年 7 月 16 日拍摄的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大屯镇英台村稻田（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王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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