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个大洲、26 个国家、196 个单位，协力贡献了
108 个“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这是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
议（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宣布的非国
家主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果汇总。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作为重要的非国家主体
之一的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 NGO），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主流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们搭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让保护项目得
以落地；主动参与项目的具体执行，确保项目取得
良好效果。那么，接下来，NGO 如何持续发挥作
用？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

做保护的行动者，贡献智慧与力量

从亚马逊森林到印度尼西亚，从云南西双版
纳到甘肃祁连山，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到祖国的
大江南北，108 个全球典型案例展现出各地的非
国 家 主 体 在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中 的 无 穷 智 慧与
力量。

而 NGO 组织也在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
化中积极行动。在城市里，在荒野中，在村庄和学
校，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是他们的不懈努力，
让更多物种的生存现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海滨湿地上生活的勺嘴鹬有了健康的栖息地，云
南茈碧湖里也将再次盛开茈碧莲。保护不再只停
留在口号中，而是落实在行动上，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

祖国西南地区的热带雨林中，生活着亚洲现
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阿拉善 SEE 生态
协会西南项目中心指导在地执行机构在云南西双
版纳探索出亚洲象保护模式，他们开展生态监测、
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生境优化，还对当地居民
开展保护宣传教育，缓解人象冲突。

如今，西双版纳的亚洲象保护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5856.8 亩的亚洲象食源地得到优化，33 台无
线回传红外相机对 31 个亚洲象活动监测点实现了
实时值守，这些行动不仅使亚洲象的栖息地得到
一 定 程 度 的 恢 复 ，更 为 整 个 物 种 保 护 打 下 坚 实
基础。

在 华 北 地 区 ，曾 分 布 着 我 国 独 有 的 豹 亚
种 —— 华 北 豹 ，由 于 栖 息 地 丧 失 、非法盗猎等

因 素 ，华 北 豹 原 本 的 家 乡 北 京 已 多 年 未 曾 记 录
到 豹 的 活 动 踪 迹 。 NGO 猫 盟 发 起“ 带 豹 回 家 ”
项目，修复现有的华北荒野，开展社区反盗猎巡
护 以 及 科 普 宣 传 活 动 ，让 华 北 豹 能 重 回“ 老 家 ”
北京。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在现场承
诺：“非盈利组织和地方社区还将继续凝聚共识，
作出积极而庄严的承诺，相互帮助和支持携手同
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贡献积极的力量。”

做机制的创新者，提升保护成效

“非国家主体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者，
要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

（GEI）项目经理彭奎表示，“我们可以作为机制创
新者，加强实施手段，为国家政府提供更多创新模
式。”

一直以来，NGO 不 断 探 索 参 与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各 种 途 径 ，在 实 际 行 动 中 总 结 经 验 与 做
法，既在体制机制上有创新，也在方式方法努力
突破。

通过持续探索与努力，政府监督下的民间管
理地和公益保护地出现了，并通过生态保护红线
的创新制度扩大保护地面积，通过各种举措实现
生态系统廊道的联通，给社会力量提供了更大的
参与空间。

广西壮族组织区崇左市扶绥县的壮族村寨渠
南，是极度濒危物种白头叶猴的重要栖息地，村民
偶尔能在社区集体林看到它们的踪迹。

为了获得村民对保护的有力支持，NGO 美境
自然引导渠南屯委建立自筹、自建、自管理的保护
地，以自然保护小区的形式获得县林业局的挂牌
认可。在成立社区保护地后，石山植被不断恢复，
盗猎盗采、破坏栖息地等现象基本杜绝，白头叶猴
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扩大保护范围上，“我们探索了基于区域自
然保护的措施，创造了公益保护地模式。”大自然
保护协会靳彤介绍道，“这包括公益保护地的定义
和 标 准 ，以 及 公 益 保 护 地 建 设 和 管 理 的 相 关 指
南。”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努力下，公益保护地处
于 可 喜 的 增 长 状 态 ，成 为 提 升 保 护 效 果 的 有 效
模式。

做理念的传播者，讲好自己的故事

如今，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到自然保护地的形
式越来越多样，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 NGO
希望，继续搭建桥梁扩大影响，形成更大的保护
力量。

“下一步，我们将搭建交流分享平台，分享不
同公益保护地的实践和建设经验，为大家提供能
力培训以及交流机会，还有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
持。”靳彤补充道，“希望能以公益保护地的方式进
行政策的推动和倡导，为公益保护地得到政府的
认可和法律的支持，在未来自然保护地体系中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更完善的生存空间。”

“未来，我们要让生态可持续进入社会主流。
在新疆、西藏等地开展的野生植物展中加入青少
年的科普活动，让我国的青少年群体了解我国丰
富的动植物资源，提升保护意识，引导下一代深度
参与到保护中来。”中国野生保护协会植物可持续
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闪烁表示。

“NGO 还要进一步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中去，发挥其在宣传教育、传播方面的优势，发
出自己的声音，讲好自己
的故事，持续推动国际生
物多样性治理和环境治理
取得进步。”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中国代表处主任张琰
表示。

一 个 人 ，可 以 走
得 很 快 ，但 是 一 群 人
一 定 可 以 走 得 更
远。在社会各界的
努 力 下 ，人 与 自 然
和谐共生的愿景将
在不远的前方。

灯光闪耀，万千焦点于一身，年轻的
她身穿传统特色元素的金丝黑裙亮相主
舞台。大方自信，面带微笑，语速柔和却
有力。

这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 大 会 第 十 五 次 会 议（COP15）的 开 幕
式。此刻，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这位代
表中国青年发言的 90后女孩。

她是初雯雯，人们亲切的称她是“河
狸公主”。

走下会场舞台的初雯雯迫不及待地
脱下了脚上的高跟鞋。“不习惯，太累了。”

累是嘴上喊的，可她心里却是甜的。
“我特别激动能有机会参与 COP15

这样的盛会，这不是为了我自己，是我终
于能带着我的‘河狸宝宝’，以及背后帮助
我们的上百万网友们，带着他们的故事，一
起走上世界的大舞台。”初雯雯的这份荣耀
和开心，真诚地印刻在她青春的脸庞上。

初雯雯说，她与中国上百万名 90 后
一起，干了一件大事。

她口中的“大事件”，来自河狸保护取
得的傲人成果。

说起河狸，很多人感到遥远而陌生。
“中国也有河狸？”

还真有。它们叫蒙新河狸，仅分布在
新疆阿勒泰地区，数量只有 600 只左右，
目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过去的 4 年里，初雯雯与阿勒泰地
区自然保护协会一起，动员超过 100 万名

90 后小伙伴参加了新疆阿尔泰山的自然
保护公益活动，种下了 41 万棵灌木柳树
苗，它们是河狸的口粮；还发展了 190 户
牧民成为自然保护巡护员，并建立起阿尔
泰山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所专业野生动物
救助中心。

“4 年来，我们帮助蒙新河狸由 162 窝
提升到 190 窝，取得了促使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种群数量增长 20%的好成绩！”初雯
雯在大会发言中，极具说服力地展示出这
组数据。

这喜悦的收获，也让初雯雯信心满
满。“其实完成每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在看到成效时，都会激励鼓舞我们。那预
示着，我们选择的路线没有错，选择的方
式没有错，照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就
会更好地帮助到野生动物。”

网络上，蒙新河狸和初雯雯一样，红
得出圈。

“怎么那么多年轻人喜欢看河狸直
播，愿意为它的‘食堂’贡献力量？”记者有
些不解地追问。

“可能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就是想把河
狸当成一个‘偶像’去打造，让大家变成河
狸的‘粉丝团’，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河
狸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你的帮
助可以让河狸变得更好。”初雯雯这样解
答道。

隔着屏幕，越来越多的 90 后与远在
新疆的“蒙新河狸”联结在一起。

大家愿意省出自己买可乐、买咖啡、
买炸鸡的钱，来帮助河狸宝宝，看着他们

的“小爱豆”一点点变好，粉丝团就跟滚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

也不一定非要出钱捐赠公益项目。
在初雯雯看来，年轻人能做的还有很多。
时间充裕的可以去选择参与河狸直播，
还可以亲自到新疆来支持公益事业，“甚
至连传播都是帮助我们进行野生动物保
护的一个好的方式。”

初雯雯坦言，当下的时代鼓励青年人
去发展自己的志向，国家也大力支持很多
新兴行业。对于青年一代来说，如果想要
参与自然保护，为野生动物保护贡献自己
的力量，“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短暂的 COP15 旅程即将结束，可初
雯雯与河狸的故事，还远远没有休止符。

她有着美好而壮阔的心愿——我希
望，能够让乌伦古河整个流域所有缺少灌
木柳的地方，我们都给它种上树，种成一
个大大的河狸食堂。还要建立相应的野
生动物救助中心，让每一个因为意外出现
问题的野生动物都能够来这里治疗和康
复，然后再放归自然，让回到自然的循环
中去。

初雯雯还期待，更多的物种能够在人
们的帮助之下得到更好的繁衍生息。“我
们也希望，当地的牧民和农民能够在我们
的帮助和联动下，找到更好的升级发展道
路，让他们也能脱贫致富。”

“这就是这个世界该有的、最好的样
子。我想，以后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一定
会很棒吧！”初雯雯眼神坚定地望着远方，
她眼里，此刻光芒万丈。

参与自然保护，这是最好的时代

““河河狸公主狸公主””初雯雯初雯雯：：

◆本报记者张黎

横断山脉，海拔 4500 米。
这里是云南平均海拔最高的

区域，但依然有着生命的奇迹。高
寒地带壮美的画面延伸开来，点缀
大 地 的 ，是 最 巨 大 的 植 物 —— 塔
黄。

而与它相伴相依的，是迟眼蕈
蚊。塔黄为迟眼蕈蚊提供了住所
和食物，作为回报，迟眼蕈蚊为塔
黄传粉。

“你给我孩子，我给你房子，这
就是塔黄的生存密码。”在纪录片

《云南密码》总导演李成才眼中，
《云南密码》诠释云南大地的生物
多样性密码，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
们 如 何 寻 找 、发 现 和 尊 重 多 样 生
命。

10 月 12 日，纪录片导演李成
才出席 COP15 专题采访，讲述这
部献礼大会的云南宣传片背后的
故事。

云南因生物多样性闻名，多样
生物不仅关系云南，也与中国甚至
世界人们的生活存在千丝万缕的
关系。“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既是 COP15 昆明大会的主
题，也是对未来的美好寄语。在此
背景下，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李成
才导演团队，制作了展示云南生物
多样性的纪录片。

有了《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纪录片的拍摄经验，李成才与创作
团队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接
手《云南密码》的拍摄。

一直对云南有着深厚情感的
李 成 才 ，一 次 次 走 进 这 片 高 原 沃
土。“有时候会住下几个月，只有与
自然亲近，我才能宁静平和下来。”

想完整诠释云南的生物多样
性，素材包罗万象，该选取哪些？
如何表达？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创作团队
看来，并没有多纠结。

“ 我 们 背 后 有 大 量 的 科 研 专
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把关，要追
求极致画面的精美，但更重要的，
是要科学严谨，一定要突出展现旗
舰物种、典型地貌、气候特点等，核
心要素就出来了。”李成才说。

纪录片是建立在无数个科学
家的劳动成果上，也让我们看到了
一曲色彩斑斓、壮美和谐的生命多
样赞歌。

透过电影般质感的纪录片，云
南和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得以展
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雪峰皑
皑 林 立 ，这 里 的 热 带 雨 林 宛 若 仙
境，这里的大江大河奔腾不息，这
里的高原湖泊旖旎多姿。

而解锁这些生命的密码，同样
离不开人，纪录片娓娓道来他们的

故事。有人为了寻找滇金丝猴的
踪迹，长达 34 年 行 走 在 森 林 与 荒
野 间 ，总 行 程 数 万 公 里 ；有 人 穷
尽 一 生 ，用 舞 蹈 演 绎 自 然 界 中 的
动 植 物 ，塑 造 生 命 的 力 量 ，自 然
的 壮 美 ；还 有 曾 经 的 猎 人 放 下 猎
枪 ，从 伤 害 转 变 为 爱 鸟 护 鸟 ，建
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
保护协会。

纪录片无疑传递出这样的理
念，关于人和自然相处的密码，也
许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每种
生命都是复杂而珍贵的，尊重和爱
护它们的密码，也是在保护我们自
身的未来。

采访的尾声，李成才说，很多
人会问，你通过云南密码核心表达
的是什么？

“我想，它应该就是里面的一
段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蓝图，
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
这张蓝图宏伟及谦卑。”

李成才进一步阐述：“宏伟，是
因为我们的发展需要，是因为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但在山河湖海
面前，在万千自然生命面前，一定
要拥有谦卑的心境，只有这种宏伟
和谦卑联合起来，才是属于云南的
密码。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
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美好生活的蓝图美好生活的蓝图
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

纪录片导演李成才：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目前正在我国云南
昆明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自 1993
年 12 月 29 日正式生效以来，如今已有
将近 30年的时光。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际社会
已经意识到生物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
的重要意义以及生物资源面临的威
胁，并着手开展生物资源的保护。经
过国际社会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1992
年 6 月 5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最终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署。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生物多样性
公约》已经有 196 个缔约方，成为签约
方最多的国际公约之一。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条，开宗
明义，清楚地确立了《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三大目标，即保护生物多样性、
对生物多样性组分的可持续利用、遗
传资源获取及其惠益的公正公平分享

（ABS）。我们平时常说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实际上只是《生物多样性公
约》三大目标之一。

《生物多样性公约》为缔约方或利
益相关者设定了明确的义务和责任。
公约规定，政府需要通过制定指导私
营企业、土地所有者、渔民和农牧民利
用自然资源的法规，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中发挥主导作用。公约还规定，缔
约方具有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
性资源的义务，政府必须制定国家的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并推动
实现其主流化。其他履约义务包括识
别与监测、建立并提升保护区、恢复生
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防控外来入
侵物种、监控生物安全、开展公众教育
和报告履约进展等。

《生物多样性公约》处理的议题包
括一般性议题和特殊议题。一般性议
题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的措施和激励手段、遗传资源的获取
与惠益分享、技术转让、科技合作、影
响评估、教育和意识提升、融资、国家
报告等。公约规定将通过缔约方大
会，不断地对这些议题进行完善或增
删。特殊议题则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
的议题，如应对气候变化、外来入侵物
种防控等。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履约机制是
各缔约方必须应公约要求，编制本国

或组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战略、计划和纲领。缔约方有义务
定期向缔约方大会提交反应履约进展
的国家报告，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交
换所机制。公约的资金机制是全球环
境基金。

公约下还有两个议定书，分别是
《<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
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地分享其
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缔 约 方 大 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是 公 约 的 最 高 权 力 机
构，是推动履约进程的正式决策实体，
它由每个签约方的官方代表团（含地
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组成，1996 年之
前，大会每年一次。到 2000 年，被确
定 为 每 两 年 一 次 。 自 公 约 签 署 到
2021 年 ，加 上 正 在 昆 明 召 开 的
COP15，共召开了 15 次缔约方大会。
除各签约方代表团外，其他对生物多
样性问题感兴趣的组织或团体，经认
可后，也可作为“旁听者”参加缔约方
大会的相关会议，这些组织包括环境
非政府组织和土著居民的组织。

缔约方大会主要负责对各种广泛
的主题做出正式的“决定”，检查履行
公约的进展，确定新的优先领域和重
点，制定工作计划。缔约方大会还负
责公约的修订，在其认为必要时可成
立专门委员会或机制或专家工作组，
大会还审阅缔约方递交的履约进展报
告并与其他组织和公约开展合作。

中国非常重视履约工作，在生态
文明建设的总体框架下，坚持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提出并实施国
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措施，加强就地与迁地保护与生物安全
管理，成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
委员会，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推动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生物多样性
宣传教育成效显著，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际交流不断深化，使中国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成功
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的宝贵经验和财富。

这次在中国召开 COP15，既是国
际社会对中国履约成就的高度认可，
也是中国又一次对国际履约工作的重
要贡献。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那些事儿
◆张风春

搭建桥梁 推动落地

NGONGO致力生物多致力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性保护主流化主流化
◆本报记者肖琪

◆本报记者张黎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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