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只麋鹿幼崽日前陆续在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降生。这是我国首次在蒙古高原南缘的华北区与
蒙新区过渡带建立野生麋鹿种群成功的重要标志，同时
也是大青山野化放归麋鹿种群成功繁衍的第一代。

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
区，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着以边缘
物种群落为代表的山地森林和珍稀濒危物种。第一代
大青山麋鹿种群繁衍成功，不仅丰富了内蒙古的生物
多样性，更进一步印证内蒙古生态环境的优势及绿色
发展潜力。

自 2019 年开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启动实施麋鹿种群扩散与扩大放归项
目，旨在探寻更多合适区域进行野化放归，争取建
立更多独立的麋鹿野生种群。2021 年 9 月，来自北
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和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 27 只麋鹿，被顺利放归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放归实施以来，各有关单位及科研人员利用北
斗卫星定位项圈，密切跟踪监测，实时掌握野放麋
鹿种群的健康状况。结果显示，麋鹿种群在新环境

下安全度过了秋冬季和春季，已初步适应高寒气候
环境并已成功繁衍子代，标志着麋鹿放归取得阶段
性成功。

实践证明，积极发展人工繁育种群并科学开展野外
种群重建，是恢复保护濒危物种的有效途径。

麋鹿是我国自然分布的物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曾一度在野外消失，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人工繁
育种群不断壮大，并重建了野外种群，成为全球野生动
物保护领域野外种群恢复的成功典范。据统计，我国现
存麋鹿种群数量近10000头。

内蒙古大青山野化放归麋鹿成功繁衍第一代共9只“宝宝”

我 国 首 次 建 立 野 生 麋 鹿 种 群
□□ 李明哲李明哲

左图为新生麋鹿幼崽，右图为野外麋鹿种群 （图片由国家林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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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 （记者胡利娟） 前不久，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瑞士达沃
斯出席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表示，
中国将力争10年内植树700亿棵。我国将如
何实现这一行动目标？

5月27日，国家林草局生态司一级巡视
员吴秀丽在该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说，按照相关技术规程和平均种植密度估
计，2021—2030 年，中国将种植、保护、
恢复653亿棵树。另外，义务植树、部门绿
化和社会造林在 2021—2030 年，年均至少
种植 5 亿棵树，累计将种植 50 亿棵树左
右。两项合计达700亿棵。

《“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
纲要》 中也提出，2021—2025 年计划造林
2.7 亿亩，森林抚育 1 亿亩。2026—2030
年，考虑到造林空间约束趋紧，人工造林

计划任务将逐步减少，以提高森林质量为
目的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等计划任务将
有所增加，预计人工造林和飞播造林0.6亿
亩，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森林抚育2.1
亿亩。

如何实现中国行动目标，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明
确了“在哪造”“造什么”“怎么造”“怎么
管”。

“这也是‘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国
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吴秀丽介
绍说，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国家林
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东北森林带、北方
防沙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等 9 项生态
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规划。国家林草局印发
了“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
要 ， 编 制 了 全 国 国 土 绿 化 规 划 纲 要

（2021—2030 年），明确了国土绿化布局和
重点任务。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十四五”
国土绿化相关规划。自然资源部、国家林
草局联合部署开展造林绿化空间适宜性评
估，旨在全面摸清未来15年的造林绿化用
地空间底数，并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上，为今后各地选择造林绿化用地
提供依据。

而乡土树种和良种使用率稳步提高，
解释了“造什么”。目前，全国人工造林基
本全部使用乡土树种，主要造林树种良种
使用率提高到65%。北京乡土长寿树种造林
绿化占比达85%以上，异龄复层混交林达到
80%；黑龙江采用红松、胡桃楸等乡土珍贵
树种造林，占人工造林面积的 43.2%。浙
江、河北、陕西等地因地制宜种植高碳汇
树种，提高森林碳汇功能。

对于“怎么造”，吴秀丽指出，国土绿
化任务结构更趋合理。我国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了71个重点区
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和40个国土绿化试点
示范项目。国家林草局聚焦青藏高原、黄
河、长江等重点生态区，谋划启动66个林
草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开展了山东、河
南、宁夏等 7 省区科学绿化试点示范省建
设，支持地方创新推进区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各地也积极谋划，启动了一
批国土绿化重大工程。

在“怎么管”方面，落地上图助推精
细化管理。2022 年造林任务全部带位置上
报、带图斑下达，造在哪、现地情况，通
过落地上图系统，一目了然。截至目前，
全国完成造林2985万亩，占全年5180万亩
计划任务的57.6%。

一 起 行 动 ， 共 同 守 护 这 片 蔚 蓝
□□ 康丽娜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今年的主题为
“一起行动，为海洋恢复活力”。为更好地宣
传海洋功能，我国将全国海洋宣传日与世界
海洋日相结合，以“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

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海洋，占据地表
71%，既是地球的主导系统，也是生命的起
源。它不仅支持着多样的生命形态和生态系
统，更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同
时，海洋还是大气中水汽的主要供应者、地
球的天然空调，相同体积的海水存储热量的
能力是大气的2000多倍，这使地球能够避免
温度的剧烈波动，更适宜人类生存。

每年夏季，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湿
气流为我国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滋养了中华
大地，保障了炎黄儿女数千年的繁衍兴盛。

我国地处太平洋西岸，管辖海域面积约
为300万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18000多千
米。广袤的蓝色国土、丰富的海洋资源，使
我国跻身海洋大国之列，然而无论是海洋科
技、海洋工程，还是海洋文化的发展，与海
洋强国仍有较大的差距。为此，2012年党的

十八大正式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开启
了“向海图强、向海而兴”的时代。海洋强
国是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
管控海洋等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大战略任务。当今，国与国之间海洋实力的
竞争，已从最初的对海洋资源竞争变成了对
海洋人才竞争。教育是人才之本，海洋意识
的教育和培养是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保
障之一。

据相关调查，在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
社的语文必修教材内容中，涉海文章占比小
学阶段仅为1.68%，初中仅为1.96%，高中也
只有5.61%。这些数据基本反映了我国的海
洋教育投入力度和海洋意识的普及程度。得
益于地理区位优势，沿海地区成了开展海洋
教育实践的先驱。每年的“6·8”海洋日，
各沿海省份和城市均会举办相应的活动，以
提升公众海洋意识。一些沿海城市还开发了
义务教育阶段的海洋特色课程，如辽宁省大
连市，山东省青岛市、东营市，浙江省宁波
市、舟山市，上海市，福建省厦门市，广东

省广州市、深圳市等。以青岛市为例，作为
我国海洋科技较为发达地区，自2011年便提
出开展“蓝色海洋教育实验”，并规定1—8
年级的海洋教育课程每学期不少于9课时。
2019年，青岛市教育局提出了“加快建设全
国海洋教育示范城特色市”的具体举措，通
过课堂上的海洋基础知识普及丰富的课外实
践，极大地激发了青少年对海洋的求知欲和
探索欲，也培养了对海洋的爱护意识和敬畏
意识。

然而海洋不仅仅是沿海地区人民的海
洋，建设海洋强国也不仅仅是沿海省市的任
务。因此，海洋教育应该走入全国各地生根
发芽，为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培养更多的人
才。同时，沿海城市的海洋教育也不能仅仅
止步于简单的意识培养，而是应利用好自身
的自然优势、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将海洋
科技、生态保护、海洋战略、海洋法、海洋
文化等这些深度的知识，充分挖掘融汇到教
育中去，做好海洋教育的火车头，以此带动
全国海洋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迈入新世纪后，

我国在海洋科技和海洋工程领域取得了瞩目
的成就，尤其是港口和船舶等制造业相关的
领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
的科学和技术水平仍然较世界先进水平有较
大差距，在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全球海洋综
合观测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等这些与海
洋相关的全球科学计划中，我国科学家的参
与程度仍然很低。在海洋相关的国际组织
中，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
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等机构
中，我国专家的身影更是凤毛麟角。海洋人
才的缺乏制约了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步伐，
而这恰恰是我们必须全面开展海洋教育的原
因所在。

海洋的存在有3种方式，即作为自然存
在的海洋、作为国土存在的海洋和作为文化
存在的海洋。今后我们能否开发利用好海洋
资源，保护守卫蓝色国土，发展弘扬海洋文
化，振兴海洋事业，都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
力与行动。

（作者系蓝智海洋生态技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

湿地是全球重要生态系统之一，具有涵
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蓄洪
防旱、调节气候和固碳等重要的生态功能，
对维护我国生态、粮食、水资源、生物安全
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被誉为

“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
5月27日，国家林草局湿地司副司长鲍达

明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湿地保护
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生态系统立法空白，
是健全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

开启全面保护湿地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强化湿地保
护，国家和省级层面累计建立 97 项湿地相
关制度，初步形成了湿地保护政策制度体
系，开启全面保护湿地新阶段。

尤其是《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
公报》 中，基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三
调”将“湿地”调整为与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水域等并列的一级地类。

“湿地生态功能更加凸显。”鲍达明介绍
说，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初步建立，指定了64
处国际重要湿地、29处国家重要湿地，建立
了600余处湿地自然保护区、1600余处湿地
公园，湿地保护率提高到50%以上。

同时，安排中央资金169亿元，实施湿
地保护项目 3400 多个，新增和修复湿地面
积 80 余万公顷，鸟类损失农作物补偿面积
超过100万公顷。实现内地国际重要湿地监
测全覆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总体稳定
良好，退化湿地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基层湿
地保护管理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各地开展
湿地保护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填补生态系统立法空白

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是重要的自然
生态系统，我国已有 《森林法》《草原法》
和《防沙治沙法》等专门法律。

鲍达明称，作为湿地保护领域的基础
性、统领性的法律，《湿地保护法》的条款

设置和制度设计侧重于对重要湿地的保护、
修复，对一般湿地的保护多为原则性规定。

《湿地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优先、严
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
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面、体系协调、功能
完备的湿地保护法律制度，引领我国湿地保
护工作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

另外，《湿地保护法》明确了各方面的权利
义务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处罚标准考量了湿
地的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处罚标准更加严厉。

“如果擅自占用、破坏国家重要湿地
的，处每平方米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
款，一亩地最高处罚可达 660 多万元。”鲍
达明说，国家林草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执法监管，确定一批典型案件，重拳出击、
形成震慑，让破坏湿地者付出沉重代价。

“十四五”末，我国湿地保护率
将达55%

如何以《湿地保护法》实施为契机，加

强湿地保护和修复？
鲍达明介绍说，一是全面保护湿地。

科学划定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湿地范围，
优化湿地保护体系空间布局，加强高生态
价值湿地保护，逐步提高湿地保护率，形
成覆盖面广、连通性强、分级管理的湿地
保护体系。强化江河源头、上中游湿地和
泥炭地整体保护，减轻人为干扰。加强江
河下游及河口湿地保护，改善湿地生态状
况，维护生物多样性。

二是修复退化湿地。采取近自然措施，
增强湿地生态系统自然修复能力，重点开展

生态功能严重退化湿地生态修复和综合治
理。加强重大战略区域湿地保护和修复，实
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

三是加强湿地管理。建立完善湿地保护
部门协作机制，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湿地。完
善湿地管理体系，建立健全湿地分级管理制
度，发布重要湿地名录，制定分级管理措
施。开展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的生
态状况、治理成效等专题监测。力争到“十
四五”末，我国湿地保护率提高到55%，恢
复湿地100万亩，营造红树林13.57万亩，修
复红树林14.62万亩。

破坏国家重要湿地破坏国家重要湿地，，一亩最高可罚一亩最高可罚660660万元万元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胡利娟

黑龙江扎龙国际重要湿地黑龙江扎龙国际重要湿地 陈寿安陈寿安 摄摄

《湿地保护法》于6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
法律，今后将依法为湿地保护修复工作“保驾护航”——

我 国 力 争 10 年 内 植 树 700 亿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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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是我国古代著名的
六 大 花 卉 之 一 ，“ 百 花 之
中，其名最古”这句话中的

“最”就是芍药。芍药之称
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神
农 本 草 经》， 因 其 花 形 妩
媚，花色艳丽，与形容美好
容貌的“婥约”谐音，故名
为“芍药”。其又称将离、
没骨花、婪尾春等。

晋代崔豹在 《古今注》
中云:“芍药有二种，有草芍
药，有木芍药。木者，花大
色深，俗呼为牡丹”。唐朝
亦称牡丹为“木芍药”。由
此，牡丹和芍药被称为“花
中二绝”，两者花型相似，
差别在于草本和木本。李时
珍曾说：“群花品中以牡丹
为第一，芍药为第二，故世
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
相。”据此，芍药“花相”
的地位由此而定。

芍药为多年生草本植
物，花朵较大，花型多样，
花瓣轮数较少的有单瓣型、
荷花型、菊花型和蔷薇型，
花瓣轮数较多的有台阁型、
托桂型、金环型、皇冠型和
绣球型等，花型丰富，可达
十余个。花色艳丽多彩，有
白、绿、黄、粉、淡紫、紫
红、红和复色等，以紫红色
和粉红色为主。芍药花期
5—6月，处于春末。由于芍
药花开在古代被用于辨识清
明、立夏节气，因此，民间
也流传着“立夏三朝看芍
药”的俗语。

芍药原产我国以及亚洲
北部，耐寒性较高、适应性
强，以观赏植物栽培，芍药
早于牡丹，距今已有4000多
年历史。作为芍药属类型和
种类最丰富的国家，我国约
占世界芍药组植物的三分之
一。因此，我国既是芍药组
野生种的分布中心之一，也
是芍药品种的栽培中心。

芍药栽培起源最早可以
追溯到夏朝。魏晋南北朝时
期，我国开始引种驯化野生
芍 药 ，《晋 宫 阁 台》 中 提
到：“晋宫阁名曰晖章，殿
前芍药华六畦”，芍药被用
于宫廷观赏。隋唐时期，芍
药广受欢迎，栽培数量剧
增，也开始出现在寻常百姓家里，吟咏芍药
的诗歌也陆续出现。孟郊 《看花》 有诗道：

“家家有芍药，不妨至温柔”。至宋代，芍药
园艺栽培新品种不断出现，王观 《扬州芍药
谱》中记载了“御衣黄”“杨花冠子”“袁黄
冠子”等8个新品种。明清时期，芍药受到越
来越多的喜爱，刘开在 《城东观芍药歌》 诗
云：“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
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芍药很受
欢迎，现在我国主要栽培区有华北及陕、甘
南部，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50多个国
家也有广泛栽培。

芍药虽然容易种植，管理简单，但其根
系为肉质、粗壮，怕水淹，排涝困难或者雨
水较多地区适宜砌高台栽植。

芍药丛生生长，适宜成片种植，连片的
“花海”景观美不胜收。庭院中，芍药可与山
石组合栽植，园景效果更胜一筹。另外，芍
药还可以作为切花，在婚礼中使用。最早记
载见于 《诗经·郑风》“维士与女，伊其相
谑，赠之以芍药”，芍药成为男女交往、离别
之时结情赠物，表达结情之约或惜别之情，
故芍药又有“将离”“可离”“何离”“离草”
之称，是我国自古以来的爱情之花。

由此可见，芍药作为非常重要的园林植
物，无论专类园，还是城市园林绿化、盆栽
和切花，以及其他园林、园艺应用，都具有
良好的景观效果与生态效应。

芍药还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在 《神农
本草经》 和 《伤寒杂病论》 中均有记载。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芍药中大量含有萜类、苷
类、单宁类、多糖和生物碱等化学成分，具
有抑菌、抗抑郁等功效，在提高记忆力和免
疫力，治疗心悸、哮喘等疾病中疗效显著。
所以，芍药自古以来被称为“花神”流传至
今，自有依据可循。

（作者系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正高
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