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月月2222日是二十九届日是二十九届““世界水日世界水日”，”，33月月2222——2828日是第三日是第三
十四届十四届““中国水周中国水周”。”。联合国确定联合国确定20212021年年““世界水日世界水日””的主的主
题为题为““Valuing WaterValuing Water”（”（珍惜水珍惜水、、爱护水爱护水），），水利部确定我国水利部确定我国
纪念纪念20212021年年““世界水日世界水日””和和““中国水周中国水周””活动的主题为活动的主题为““深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我 国 将 迎 来 第 三 十 四 届我 国 将 迎 来 第 三 十 四 届 ““ 中 国 水 周中 国 水 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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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熟悉的乡土植物中，没
有一种植物能够像茶一样，成功
征服并改变了这个世界。

祖籍我国云贵高原的茶树，
最先是以药的姿态，现身《神农
本草经》 的——传说当时叫作

“荼”的茶叶，多次解救了口尝
百草而中毒的炎帝。可见，茶在
秦汉时期，已经拥有良好的口碑
了。

当茶真正成为一种饮料时，
时光已步入唐朝。“一日无茶则
滞，三日无茶则病”。此时的茶
叶，已然扎根在寻常百姓家，成
了开门七件事之一。从此，茶，
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
化、一种精神。

然而，茶，对此并不满足，
远方怎么样？远方的远方呢？

当“茶”随日本最澄禅师的
行李，踏上日本国土时，受到的
礼遇，连茶自己都感觉受宠若惊
呢——“圣药”“万灵长寿剂”
等等近乎神话的推广之词，让茶
树的身影，迅速遍及樱花岛国。

当然，来自中国的茶，也没
让日本人失望，他们甚至从茶
中，品出了“无中万般有”“一
即是多”的禅宗思想，继而发展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日本茶道。即
使到今天，日本茶道仍然以素质
教育的方式，被普及到大、中、
小学。日本人对茶的情和爱，远
远超过了茶的娘家人。

中国茶，不仅仅改变了东方。西方，也曾
拜倒在茶的“石榴裙”下。

1662 年，当凯瑟琳公主带着嫁妆——茶，
嫁给英王查理二世时，内秀的中国茶叶，从这
天起，逐渐改变了整个英国——在茶绵长的香
味里，举止粗鲁好战的英国人，变得温和、含
蓄起来；英国家庭妇女的地位，也因为会烹煮
美味的下午茶，而得到空前提高；茶叶，成了
英国人致富的“金枝玉叶”，著名的“东印度公
司”，当时从中国进口茶叶时，每吨的进价只有
100 英镑，而他们的批发价却高达 4000 英镑，
仅茶叶贸易一项，就给英国国库带来了十分之
一的收入；英国，从此有了自己的茶文化——
下午茶……

呵呵，看似简单的茶，其实不简单吧。这
个东方赠予西方最好的礼物，一时间拥有了无
上的荣耀——被英国人赞为“是人类的救世主
之一”。

作为一种植物，茶，生来与人为善，它用
自己的醇香和诸多保健功能，让人类着迷，人
类愿意为它砍掉林木，腾出空地，让茶树的身
影绿遍原野。

还有比愿意更大的空间吗？茶树，因此轻
而易举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它的子孙后代
从中国起步，足迹已遍布天涯海角。茶叶美妙
的身影，在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水杯中，欣
然舞蹈，飘出缕缕清香，承载起深远的文化内
涵。

工作间隙，我喜欢面对一杯茶，静坐——
滚烫的热水中，这片茶叶落下，那片浮起。这
茶叶的世界观，与人的际遇多么吻合——人生
得意一时，却不能时时顺心。

一叶茶，取自山野，叶面上有山水的脉
络；一缕香中，有淡淡的苦涩，有人生风霜雨
雪的况味——浓有浓的道理，淡有淡的缘由。

一杯红尘一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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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条件，哪里
有水，哪里就有生命。中国的“五行”金
木水火土和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之中
都有水。古罗马诗人卢克利西主张“万物
皆由水中养”，中国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也
相信“水为万化之源”。《天方夜谭》里的
国王曾强迫数万名奴隶在阿拉伯沙漠中开
凿运河来恢复沙漠的生机，虽然这是杜撰
出来的故事，但在阿拉伯人们心中一直流
传着“那里没有水，那里的土地便没有
用”的谚语。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华夏始氏
族源于西北，由于长年干旱，不得不迁徙
到黄河流域，当初人们以鱼虾为食，辅以
不多的兽类，然后开始种植粮食和养殖禽
畜，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正
因为水与人们须臾不可离，所以天文学家
在推测某一个星球上有没有生命存在的时
候，总是首先推测那里有没有水。

历史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万年的演变，
到如今，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人口数量
的不断增长、现代化工农业生产活动以及
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对水环境和水资源产

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水需求
量的增加、水质的污染以及对水的不合理
开发利用，已造成了水资源的严重缺乏，
水环境的严重恶化，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
福祉。据报道，全世界已有超过10亿的儿
童、妇女及男人无法获取足量而且安全的
水来维持其基本需求。中国也是一个缺水
比较严重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人均水资源
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中国林业优秀学术
报告2016》）。

为了唤起人们对水的重视，推动对水资
源进行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根据联合国

《21世纪行动议程》第十八章关于水资源保
护、开发、管理的原则，1993年1月18日，
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93号决议，
确定自1993年起，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

“世界水日”。提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
政府机构和私营单位，在这一天举行切实可
行的宣传活动，以提高公众对保护水资源和
饮用水供应的重要性认识。

自1994年以来，世界水日每年都有一

个主题，1994年的主题是“关心水资源是
每个人的责任”，1995 年是“女性和水”，
1996年是“为干渴的城市供水”，1997年是

“水的短缺”，1998年是“地下水——正在
不知不觉衰减的资源”……2021年是“珍
惜水、爱护水”。与此同时，联合国还在
1996 年成立了世界水理事会机构，每隔 3
年在世界水日前后举行一次大型国际会
议，即“世界水论坛会议”。通过演讲，发
表宣言、声明、文章等，为应对与水有关
的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古人云：“智者乐水”。1988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发后，水利部就决定
每年的7月1日至7日为“中国水周”，考虑
到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的主旨和内容基本
相同，因此从1994年开始，把中国水周的
时间改为每年的3月22日至28日。起点时
间的重合，并且延续一周，使宣传活动的
效果更加显著。

根据中国国情，中国水周的宣传主题
每年都有所择重。1996年的主题是“依法
治水，科学管水，强化节水”，1997 年是

“水与发展”，1998年是“依法治水——促
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1999年是“江河治
理是防洪之本”……2021年是“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2012 年以来，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宣传口
号，如“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
之基”“大兴水利，广惠民生”“珍惜水，
节约水，保护水”“保障饮水安全，维护生
命健康”“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搞
好水土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等等。

尤其是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世界
水日和中国水周期间，水利部安排了一系
列的纪念活动，如发表部长署名文章、发
布宣传口号、制作主题宣传画、组织长江
保护法宣传、举办水土保持法施行十周年
宣传等，使全国人民增强了关心水、爱惜
水、保护水的意识，促进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和保护管理工作，对“南水北调”工程
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珍 惜 和 爱 护 生 命 之 源
□□ 谈宜斌

3月7日，几名生态摄影师在云南省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境内海拔2000多米的山林
里，拍摄到3只棕颈犀鸟影像。根据观测和影像判
断，3只棕颈犀鸟为2只雄鸟和1只雌鸟。

“棕颈犀鸟在国内分布于云南和西藏，云南
有据可考的影像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摄影师在
西双版纳拍摄到的图片。”西南林业大学教授韩
联宪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科考调查中，
我们在德宏有村民访问记录，但一直没有影像
作证，这次拍摄到的影像充分证明了棕颈犀鸟
在云南有分布。”

棕颈犀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列入《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的濒危物
种。盈江县观鸟协会理事长曾祥乐说，棕颈犀鸟
通常生活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偏冷山区，下一
步协会将进一步摸清它们在盈江县的分布和繁育
情况，以便更好地研究和保护该物种。

据介绍，盈江县目前有记录的鸟类种数达
710种。双角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冠斑犀鸟
均在盈江县有稳定的观察记录，加之这次记录
到的棕颈犀鸟，国内有记录的犀鸟中仅差白喉
犀鸟待发现。

图为3月7日在云南盈江县境内拍摄到的棕
颈犀鸟。 新华社发

罕 见罕 见 ！！ 棕 颈 犀 鸟 现 身 云 南 盈 江棕 颈 犀 鸟 现 身 云 南 盈 江

3月12日，科普时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获悉，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家
统计局组织开展的“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
究成果显示，林地林木资源积累了丰富的森
林资产，全国林地林木资产总价值为 25.05
万亿元。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生态服务价
值达15.88万亿元。

我国林地林木资产总价值超25万亿

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项目总负责人江
泽慧介绍说，此次研究成果是在 2004 年、
2013 年两期项目研究成果基础上，于 2016
年7月启动开展的三期项目研究，其科学量
化了我国森林资源资产和生态服务价值，完
善了森林资源资产管理体制，为探索自然资
源资产核算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
定了良好基础。

第 九 次 全 国 森 林 资 源 清 查 期 间
（2014-2018年），全国森林面积、森林蓄积
量双增长，森林覆盖率从 21.63%提高到
22.96%。清查期末林地林木资产总价值
25.05万亿元，较第八次清查期末2013年总
价值净增加3.76万亿元，增长17.66%。清查
期末我国人均拥有森林财富1.79万元，较第
八次清查期末 2013 年的人均森林财富增加
了0.22万元，增长了14.01%。

江泽慧表示，“绿水青山”的保护和建
设进一步扩大了“金山银山”体量，为推进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生
态条件。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森林资源核算
研究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晓超称，森林是
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加强森林资源核算，
可以定量测算我国森林资源及其提供的生态
系统服务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科学反映森林
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生
态文明建设。

在国际上首次开展森林文化价值评估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
森林不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
还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蕴育和承载着巨大的
自然资产和文化财富。

江泽慧指出，森林在为美好生活提供更
多优质生态产品的同时，还提供了约为3.10
万亿元的文化价值。

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林木
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更能带来旅
游、林下经济等。而森林的文化价值是人类
从森林文化中获取和享受的多种效益，也是
自然给予人类福利的价值组成。

那么，什么是森林文化？开展森林文化

价值评估有何意义？其创新点体现在哪些方
面？

科学定义的森林文化概念：它是反映人
类与森林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
用、相生共融（荣）的自然人文关系的文化
形态和文化现象，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并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
总和。

江泽慧介绍说，作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与森林共生所创
造的森林文化价值，是森林对人类身体健
康、生活质量和精神发展所产生积极影响的
现实反映。

研究发现，森林的文化价值与人在森林
中停留、共生互动的时间成正比，其价值高
低、与自然力的作用、森林资源要素和环境
结构密切相关，不同区域森林的文化价值存
在梯度差异。

江泽慧表示，作为一项开创性的人文科
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交叉科学研究，中国
森林的文化价值评估研究在引入时间价值理
论、自然价值理论、协同理论和梯度理论基
础上，以“人与森林共生时间”为核心，创
新性地提出了森林文化物理量和价值量的价
值评估法。

“这在国际和国内尚属首创。”江泽慧表

示，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提升社会对森林多
种价值的认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
态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等具有重
大意义。同时，还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成
效评估和探索森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测算，
具有重大意义。

全球增绿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
林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可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发挥巨大的碳汇功能，具有碳汇量
大、成本低、生态附加值高等特点。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全球森林资源的评估
结果表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贮
碳库，全球森林面积约40.6亿公顷，约占总
陆地面积的31%，森林碳贮量高达6620亿吨。

“全球增绿四分之一来自中国，是世界

上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发展人工林对森
林碳汇作用巨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项目领导小组副
组长彭有冬指出，近 10 多年来，我国通过
实施诸多林业生态工程，开展了大规模造林
和天然林保护修复，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的
保护和发展，森林面积和蓄积均有较大幅度
增长，森林碳汇量也大幅度增加。目前，我
国森林面积达到2.2亿公顷，森林蓄积175.6
亿立方米，森林植被总碳储量 91.86 亿吨，
年均增长1.18亿吨，年均增长率1.40%。

另外，我国森林资源中幼龄林面积占森
林面积的 60.94%，中幼龄林处于高生长阶
段，伴随森林质量不断提升，具有较高的固
碳速率和较大的碳汇增长潜力。这对我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人均森林财富达 1.79 万元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供图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