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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时表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加强交流合
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流互鉴，支
持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守护好全人
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
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
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
自然景观。截至目前，入选《世界遗产
名录》 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总数达
1121项，分布在世界167个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我国世界遗产总数
达55项，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其
中，世界自然遗产数量14项，双遗产
4项，数量均为世界第一。

世界自然遗产凝结了大自然亿万年
的神奇造化，承载着人类的精神文化价
值，关乎地球生态安全。正如习近平主
席所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
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
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次会议特别重要且紧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应在
2020年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延期到今
年。虽然延期，但其重要性反而更加凸
显。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去年
以来，全球近8成世界遗产因新冠肺炎
疫情而关闭。2020年遗产地的访问量
下降 66％，相关收入下降了 52%。
13%的受访景点工作人员被裁员。

“1121项世界遗产，每一项都在讲
述一个故事，是人类共同的璀璨文化，
大家都可以在故事中找到自己。”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感
慨，“我们的遗产从来没有被如此长期
且大规模地剥夺过，所以这次会议特别
重要且紧急。”

本次会议将持续至7月 31日，是
一次“加长版”会议，将审议2020年
和2021年两个年度的45项待审世界遗
产项目和258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
告，相当于往届大会双倍工作量。

大会期间，《世界遗产名录》等各
项清单将会有重要更新；世界遗产委员

会将对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
作进行监督指导，部分可能被除名或列
入濒危；再者，大会聚焦遗产保护面临
的各种挑战和风险，通过多场会议交流
集思广益，将提出应对未来挑战、促进
实现公约战略目标和世界遗产均衡、可
持续发展的新共识和新倡议。

对于中国而言，在这次会议上，神
农架世界遗产边界微调以及武陵源、三
江并流和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3项保护状况报告将提交大会审议。作
为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
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将提交审议。

加快落实“非洲优先”战略

作为本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重点，在
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治理
机构主要负责人——总干事、大会主
席、执行局主席纷纷呼吁，各成员国携
手应对疫情带来的危机，在世界遗产领
域缩小各国差距，加快落实“非洲优
先”战略。

可持续发展和“非洲优先”是近年
来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基本战略。世界遗
产委员会认为，目前世界遗产名录对于
非洲而言代表性不足，非洲的遗产需要
得到更好保护和认知。

数据显示，虽然所有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均已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名录中却仅有

9%位于非洲。与之相反，非洲在世界濒
危遗产名录中占比达28%。

为此，在 18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
任、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军表
示，大会已通过了《福州宣言》，呼吁在
多边主义框架内开展更密切的国际合作，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非洲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要把非洲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青年作为决策、能力建设、
国际援助、上游程序以及其他工作中的优
先事项，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世界遗产名
录的代表性、平衡性以及可靠性，进一步
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跨文化交流。”

在大会上，中国宣布将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共同建立世界遗产教育平台，帮助
各国青少年学习遗产保护知识；在未来5
年提供100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小岛屿国家培养世界遗产保护
方面的专业人才；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
非洲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能力建设论坛，
助力非洲国家改善世界遗产的代表性和平
衡性。

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

中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积极履行公约义
务，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我国的遗产保
护已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为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国家林草局局长关志鸥表示。

据关志鸥介绍，目前，中国依托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
护地，建立了由国家主管部门、地方人民
政府及主管部门、遗产地管理机构构成的
三级管理机构和人才队伍，以及行之有效
的综合管理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遗产
保护管理模式。

例如，通过特许经营、生态补偿、生
活补助以及适度旅游，带动了世界遗产周
边社区民生改善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了绿色发展转型。数据显示，2018
年，各遗产地旅游直接收入达143.75亿
元。再比如，中国丹霞与南方喀斯特系列
世界自然遗产通过设立保护管理协调委员
会实现跨区域协同保护管理；在经济发
达、人口稠密地区建立了中国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这些都为全球这类自然遗
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推动公众参与方面，我国世界自然
遗产地累计接受社会捐款2400余万元，
16处遗产地成立了固定的志愿者队伍。
通过开展遗产宣传、科普教育等活动，不
仅激发了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自然
文化的探索热情，也促进了全社会对祖国
壮丽河山和历史文化的了解热爱，增进了
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可以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见证，我国
的世界遗产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故事，展现
了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如今，不仅本国的遗产保护受到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中国还成为文
化遗产国际合作的中坚力量。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在
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50多项世界文
化遗产为主题的展览，国际反响强烈。长
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等成为外国
政要访华参观的首选。世界文化遗产也成
为境外游客“网红”打卡地，成为沟通中
外文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此外，田学军指出，近年来，中国积
极参与国际保护行动，先后开展了柬埔寨
吴哥古迹周萨神庙、茶胶寺保护工程、尼
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震后修改
工程、缅甸蒲甘地区佛塔震后修复工程、
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
复工程等，在肯尼亚、孟加拉国、埃及等
20多个国家开展多项联合考古，将“中
国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

在本届大会期间，我国将举办一系列
配套活动和边会，包括中国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合作举办的世界遗产青年论坛、世
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以及中方主办的8场
边会。届时，更多“中国声音”将被世界
听到。

共同守护全人类瑰宝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高志民 王硕

7 月骄阳似火，在梨树县泉眼沟村
的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试验示范基
地，玉米们生机勃勃，叶片随风沙沙响，
仿佛骄傲的士兵。

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
满就是这样一位专家，在玉米地里，他随
手扒开一把腐烂的玉米秸秆，里面密密
麻麻的是蚯蚓。

“大量蚯蚓和微生物的活动起到了
深翻疏松土壤的作用，除此之外，它们还
加快了秸秆转化，促进了土壤熟化。”王
贵满说。

从2007年到2020年，从对黑土地保
护与利用的攻关探索到打造出黑土地保
护与利用的“梨树模式”，越来越得到人
们对“梨树模式”的认可。

“秸秆覆盖、条带休耕、机械化种植，
一次作业即可完成清理秸秆、开沟、施
肥、播种、覆土、镇压等工序，这是‘梨树
模式’的核心。”王贵满笑称，农民实现了

“少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习惯精耕细作，

播种前要清理秸秆、翻耕、旋耕、起垄等，
而梨树农民不清秸秆不起垄直接播种。

秸秆在田里就像“黑土地的棉被”，一方
面可减少水分蒸发，增加土壤有机质，促
进玉米增产，另一方面还阻挡了雨水径
流带走地表土。

过去10余年的监测表明，最早实行
“梨树模式”的土地耕层0厘米至20厘米
有机质含量增加 12.9%，每平方米有 60
条至100条蚯蚓，数量远超常规垄作。

降水量、湿度、风速、土壤温度……
在梨树县泉眼沟自动气象站，大田实景
监测仪、土壤水分自动站、区域气象站等
遍布田间，温度、降水、土壤湿度等数据
实时更新，农民从种到收，都有科学数据
指导。

“春耕时的地温预报太关键了。”梨
树县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
雨说，以前种地全凭个人经验，时机抓不
准会影响一年的收成。

至今，“梨树模式”已经成为一整
套黑土地保护的集成方案。“梨树模
式”率先解决了东北黑土区长期翻耕、
秸秆焚烧导致的土壤退化、侵蚀以及衍
生的环境问题。通过几年来的跟踪测
产，实施保护性耕作较常规地块生产成

本降低10%以上，公顷可节约
成本1200-1500元；单产提高
10%以上。

吉林省气象局副局长侯彦
斌介绍，目前，该局已在梨树建
立了黑土地农田生态环境监测
体系，为保护黑土地的“梨树模
式”提供数据支撑。

目前，“梨树模式”已在中
国东北地区推广 5000多万亩。
未来 5 年，中国将致力于在这
里推行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
1.4亿亩。

梨树模式：保护型耕作引得蚯蚓来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
20 日 ， 中 国 气 象 局 发 布
《2019年中国温室气体公报》
（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19
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继续升
高。

公报称全球大气主要温室
气体浓度继续突破有仪器观测
以来的历史记录，二氧化碳、
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分别达
到 410.5±0.2ppm （ppm 为
摩尔比浓度10-6，即百万分
之一）、1877±2ppb （ppb
为摩尔比浓度10-9，即十亿
分之一）、 332.0 ± 0.1ppb，
分别为工业化前 （1750年之
前） 水平的 148%、260%和
123%。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
管理局 （NOAA） 的温室气
体指数分析结果，2019年由
大气长寿命温室气体引起的辐
射强迫相比1990年上升了约
45%，其中二氧化碳约占增幅
的 80%。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监测评估备受关注。

公报显示，我国青海瓦里
关站是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
观测网（WMO/GAW）全球
31个大气本底站之一。2019
年青海瓦里关站观测的二氧化
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分
别 上 升 至 411.4 ± 0.2ppm、
1931 ± 0.3ppb、 332.6 ±
0.1ppb，与北半球中纬度地
区平均浓度大体相当，略高于
2019年全球平均值，2016年
后二氧化碳浓度增幅下降。

中 国 气 象 局 在 WMO/
GAW框架下，负责中国区域
的温室气体及相关微量成分高
精度业务观测，所用的方法、
标准、流程均与国际接轨，
1992年首次在我国开展温室
气体本底浓度观测。

截至目前，中国气象局
已有 7 个温室气体地面观测
本底站，分别为青海瓦里
关、北京上甸子、浙江临
安、黑龙江龙凤山、湖北金
沙、云南香格里拉和新疆阿
克达拉。

中国气象局发布《2019年中国温室气体公报》

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继续升高

截至 2021 年 7 月 19 日，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自陶岔
渠首累计调水入渠水量达400
亿立方米，向河南省供水135
亿立方米，向河北省供水116
亿立方米，向天津供水65亿立
方米，向北京供水 68 亿立方
米。其中，向津冀豫生态补水
59亿立方米。中线工程已成
为京津冀豫沿线大中城市地区
主力水源，直接受益人口增加
至7900万人，比2015年通水
1周年时的 3800万受益人口
增加1倍多。

由“辅”变“主”
优化供水格局

中线工程通水近7年来，
工程供水由“辅”变“主”，已由
规划时的受水区沿线大中城市
生活用水的补充水源，转变为
主要水源，改变了京津冀豫受
水区供水格局。中线各受水城
市的生活供水保证率从最低不
足75%提高到95%以上。

工程供水目标达效速度由
“慢”变“快”，中线工程调水量
逐年递增，通水 6年即达效，
2020年度实际供水86.22亿立
方米，超过中线工程规划多年
平均供水规模。随着调水量的
递增，受水区用水需求由“弱”
变“强”，沿线各省市在节水优
先的前提下，高效利用南水北
调水源，北京已3个年度、天津
已连续5个年度加大南水用水
水量，河南、河北两省年度南水
用水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中线工程惠及沿线20余
个大中城市及131个县，受益
人口逐年攀升，目前京津冀豫
直接受益人口已增加至7900
万，比通水初期的3800万受益
人口增加1倍多。

北京1300万群众喝上甘
甜的南水，南水占主城区供水
量的 7 成多,同时大兴、门头
沟、昌平、通州等部分区域也用
上了南水。南水已成为保障首
都城区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
为更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北京
市累计完成市内配套输水管线
约130公里，其中含团成湖调
节池向密云水库反向输水管线
22公里，实现了南水北调中线
水与密云水库的连通。

生态补水 改善河湖环境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优化
供水格局的同时，发挥着重要
的生态功能。通过生态补水，
促进沿线河湖生态持续恢复，
水环境持续改善，为淮河、海
河、黄河流域河湖水系健康，水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沿线地区
特别是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截至目前，中线工程累计

向北方48条河流生态补水达
59亿立方米，其中，华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段回补
37.89亿立方米。河湖水质提
高，水生态系统修复，区域水环
境质量和宜居性明显提升。

如今，河南、河北境内白
河、滏阳河、七里河、瀑河、大清
河等多条河流水清岸美。白洋
淀蓄水量达3.67亿立方米，水
面面积达267平方公里，水质
持续好转，湖心区水质稳定为
四类，达到近10年最好水平。
天津市海河水位升高，河道水
质明显改善。北京永定河、潮
白河水量丰沛，重现清水灵动、
鸟语蛙鸣的自然景观。

6月7日至7月9日，中线
工程向滹沱河、大清河等河北
省多条河流实施夏季生态补
水，中线总干渠补水总量达
1.14亿立方米。此次补水，助
力滹沱河、瀑河、南拒马河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子牙河、子牙新
河等已断流的河道重现生机。

精准调水
确保“三个安全”

为确保供水安全，中线工
程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建设自
动化调度闸控系统，实现水位、
流量、闸门开度等调度信息的
自动采集和各类闸门的远程自
动控制。结合全线的水情、工
情，科学制定和下达调度指令，
各级调度机构精准开展输水调
度。“统一调度、集中控制、分级
管理”，实现了调水过程自动
化、远程监控可视化、运维管理
信息化。

为保障一渠清水永续北
送，中线工程建立由“1 个中
心、4个实验室、13个自动监测
站、30个固定监测断面”构成
的水质监测体系，利用先进的
检测设备对水体进行定期“体
检”。通过视频监控、电子围栏
等智能设备与工程巡查、水质
日常巡查、警务室人员实现联
动配合，及时发现并处置水质
异常情况。中线建管局北京分
局水质检测员李燕说：“惠南庄
水质自动监测站每天开展4次
监测，监测12项指标参数。目
前中线工程水质稳定或优于地
表水Ⅱ类。”

实施“智慧中线”建设，
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发自动
化调度与决策支持系统、工
程巡查维护实时监管系统
等，采用 IT技术、移动技术、
GIS技术等先进技术，借助自
动化可视化技术，推进了中
线工程44个管理处全场景视
频智能分析，为工程安全运
行保驾护航。

优化供水格局 受益人口增至7900万

南水北调中线累计调水400亿立方米
本报记者 王菡娟

““人类的影响人类的影响””生态环保展亮相北京东直门城市生态岛生态环保展亮相北京东直门城市生态岛

7月10日开始，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城市生态岛举办为期两周的“人类的影
响”生态环保展。展览旨在鼓励孩子们积极地关注地球环境，积极地参与到环境保
护的实践活动当中，通过“小手拉大手”扩大对全社会的影响力。对孩子们的绿色行
动，赋予意义并给予鼓励，使孩子们及家长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产生认同感、荣
誉感、责任感，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图为7月20日，小志愿者为
各界观展人士讲解展览。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本报讯（记者 王硕）记者7月14日
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全国松材
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计划
（2021-2025年）》全面启动，目标到2025
年，全国疫情发生面积和乡镇疫点数量实
现双下降，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2020年
水平以下，使松材线虫病防控形势根本好
转，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生物安全。

据介绍，自1982年在我国发现松材
线虫病以来，疫情快速扩散，西达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北至辽宁省抚顺市，截
至2020年底已扩散至全国18个省、726
个县级行政区，乡镇级疫点5479个，发
生面积2714万亩。黄山、泰山、庐山、张
家界、三峡库区和秦巴山区等重点生态
区位相继染疫，迎客松、凤凰松等古松名

松安全受到巨大威胁。
为有效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我国对

疫区实行分区分级管理。根据2020年秋季
普查结果和各地上报最新数据，将全国松
林分布区域划分为重型疫区、轻型疫区、重
点预防区和一般预防区。其中，重型疫区
518个、轻型疫区206个、重点预防区740
个、一般预防区1127个。

未来5年，攻坚行动将按照控制增量、
消减存量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确保北京、河
北等13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
2025年无疫情；已发生疫情的18个省（区、
市），到2025年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2020
年水平以下，乡镇疫点数量和疫情发生面积
实现双下降；消灭黄山、泰山重点生态区域
疫情，其他重点区域守住疫情防控底线。

我国启动松材线虫病防控5年攻坚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