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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來，國家重點野生動植
物保護率提高到74%。

◆近年來，中國系統實施瀕危物種
拯救工程，300多種珍稀瀕危野生
動植物野外種群數量穩中有升，有
效保護了90%的典型陸地生態系統
類型。

◆目前，中國建有各級各類植物園
近200個，收集保存了2萬多個物
種，佔中國植物區系的2/3，野外回
歸珍稀瀕危植物達 206種，其中
112種為中國特有。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瀕危物種穩中有升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92,301 98,317
106,509

122,280 127,950 138,293
■物種數 ■種下單元數*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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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年將新設一批國家公園
確保2025年重點陸生野生動植物種數保護率分別達75%和80%

國家林草局稱，近年來，中國系統實施瀕
危物種拯救工程，採取就地保護、遷地

保護、放歸回歸自然、人工繁育培植等措施，
有效保護了90%的典型陸地生態系統類型，大
熊貓、朱䴉、黑頸鶴、藏羚羊、白頭葉猴、海
南長臂猿、莽山烙鐵頭蛇、蘇鐵、蘭科植物等
300 多種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野外種群數量穩
中有升。

亞洲象野外種群增至300頭
其中，野外回歸珍稀瀕危植物達到206種，

有112種為中國特有。麋鹿、普氏野馬曾一度
在野外消失，通過人工繁育等方式，總數分別
達近1萬隻和700隻左右，並成功實施放歸自
然，重新建立了野外種群，生存區域和範圍不
斷擴大。目前，中國大熊貓野生種群已增至
1,864隻，朱䴉野外種群數量超過6,000隻，亞
洲象野外種群增至300頭，藏羚羊野外種群恢
復到30萬隻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啟動了以國家公園為主

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和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
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相結合
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體系。目前，已經設立的第
一批國家公園包括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
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5個國家公園，
保護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涵蓋近30%的陸域
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類。

據介紹，國家林草局在「十四五」時期，將
進一步加大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的保護
力度，確保到2025年，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
動物種數保護率達到75%，國家重點保護陸生
野生植物種數保護率達到80%。
據國家林草局透露，中國將遴選出50個左右

的國家公園候選區，總面積約佔國土陸域面積
的10%，有效保護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生態系統
和80%以上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及
其棲息地。2022年，將在青藏高原、黃河流
域、長江流域等生態區位重要和生態功能良好
的區域，新設立一批國家公園。

物種名錄較去年增逾萬物種
此外，生物物種是大自然中最重要的分類單

元。要實現更高效的保護，摸清家底很重要。
22日，中國科學院生物多樣性委員會在線發布
了《中國生物物種名錄》2022版較2021版新
增10,343個物種及種下單元。而這項工作，已
經持續了10餘年。
《中國生物物種名錄》不斷更新的數據，也

是近年來中國學者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中不
斷取得新進展、新突破的一個縮影。值得一提
的是，2021年度中國學者在菌物分類學研究中
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380位中國學者參與
發表了1,124個菌物新名稱，佔全球新名稱總
數的近1/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張帥及人民日報報道：5月22日是國際生物

多樣性日，今年的主題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生物多樣性關係人

類福祉，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基礎。香港文匯報從中國國家林草局獲

悉，今年，在2021年首批5個國家公園的基礎上，將於青藏高原、黃河流域、

長江流域等生態區位重要和生態功能良好的區域，再設立一批國家公園。確保

到2025年，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種數保護率達到75%，國家重點保護

陸生野生植物種數保護率達到80%。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22日在廣州同來訪的巴
基斯坦外長比拉瓦爾舉行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
針對美國正在大力推銷旨在圍堵中國的所謂「印
太戰略」，王毅表示，事實將證明，這個戰略不
管做什麼包裝、換什麼馬甲，最終必然是一個失
敗的戰略。
王毅表示，美國的「印太戰略」正在引發國際

上尤其是亞太各國越來越多的警惕和擔憂。因為
這個所謂「戰略」已露出馬腳，不僅想抹去「亞
太」的名稱，抹去亞太地區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
架構，還想抹去幾十年來地區各國共同努力創造
的和平發展成果和勢頭。

美打着自由旗號熱衷拉幫結夥
王毅說，美國的所謂「印太戰略」打着「自由

開放」旗號，卻熱衷於拉幫結夥搞「小圈子」；
聲稱要「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目的就是企圖
圍堵中國，讓亞太國家充當美霸權的「馬前
卒」。本地區的人民要正告美方，早已過時的冷

戰劇本絕不能在亞洲重演，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動
亂戰亂，絕不容在本地區發生。
針對記者問及各方對美國總統訪問亞洲期間宣

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反應不一，王毅表示，
中國同地區國家一樣，樂見有利於加強區域合作
的倡議，但反對製造分裂對抗的圖謀。美國「印
太經濟框架」屬於哪一類？首先要畫出一個大大
的問號，看透其背後隱藏的圖謀。中方認為，評
價的標準應當是「三個應該和三個不應該」。
一是應該推進自由貿易，不應該搞變相保護主

義。亞洲是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接受度高，成就十
分突出的地區，各方踐行世界貿易組織（WTO）
規則，確立了亞太自由區貿易目標，啟動了《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搭建了
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平台。而美國卻大搞保
護主義，退出了自己倡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協定》（TPP），走到自由貿易的對立面。

美應知錯改錯而非一錯再錯
二是應該有助於世界經濟復甦，不應該破壞產

業鏈穩定。當前世界經濟處於艱難時刻，能源危
機、糧食危機、供應鏈危機接踵而來，很多國家
的通脹水平已經達到了數十年來的新高，人民的
基本生活受到了嚴重影響。美方究竟是在推動世
界經濟加快復甦，還是要人為製造經濟脫鈎、技
術封鎖、產業斷鏈，加劇供應鏈危機？幾年前，
美方發起的對華貿易戰，給世界也給美國帶來嚴
重後果，教訓不可謂不深刻，美方應知錯改錯，
而不是一錯再錯。
三是應該促進開放合作，不應該製造地緣對抗。

開放是我們區域合作的一條重要原則。如果「印太
經濟框架」成為美國維護地區經濟霸權的政治工
具，刻意把特定國家排除在外，這條路就走歪了。
王毅說，中國是亞太區域合作的倡導者、推動

者和維護者。我們沒有地緣政治的私心，只有團
結合作的誠意。我們無意與任何國家打什麼擂
台，只是希望與地區各國共同發展。試圖拿一個
什麼框架來孤立中國，最終孤立的將是他們自
己。編出一些規則來想排斥中國，必將被時代發
展所拋棄。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22日在廣州同巴基
斯坦外長比拉瓦爾舉行會談。 新華社

李顯龍：不與中國發展貿易將付出大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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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日前表示，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的佔比已
增加，若不和中國發展貿易，不僅會付出很大
代價，還會製造更多摩擦。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23日引述李顯龍日前

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說，機會和市場
都在中國，各國不能不和中國做生意，並且歡
迎來自中國的投資。他說，隨着中國經濟佔全
球經濟比重增加，與中國有更多貿易往來「是
正常」的。「假如你說『雖然中國佔很大一部
分，但我不想和他們進行貿易』，那你不僅要
付很大的代價，還會製造更多摩擦，並減少維

護和平的機會。」
關於「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發展倡

議」，李顯龍提到，中國一直有計劃地參與亞
太地區事務，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現在
也有「全球發展倡議」，新加坡支持這些倡
議，也是「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的成員。
在評價中國對地區事務的參與時，李顯龍說：

「我們認為這有積極意義，因為一個繁榮發展、
參與區域事務的中國，遠比一個我行我素，不與
區域其他國家好好融合、協調，並遵守同樣規則
的中國來得強。如果中國失敗、貧窮和動盪，也
會給亞太地區帶來很多的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
道）據中國財政部網站22日消息，近
日，根據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統
籌考慮農資市場價格走勢和農業生產形
勢，中央財政下達資金100億元（人民
幣，下同），再次向實際種糧農民發放
一次性農資補貼，支持夏收和秋播生
產，緩解農資價格上漲帶來的種糧增支
影響，進一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這
是自2021年以來，第三次發放相關補
貼。
據悉，中央財政明確補貼對象為實

際承擔農資價格上漲成本的實際種糧
者，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種糧的農
民，流轉土地種糧的大戶、家庭農
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
業經營主體，以及開展糧食耕種收全
程社會化服務的個人和組織，確保補
貼資金落實到實際種糧的生產者手
中，提升補貼政策的精準性。補貼標
準由各地區結合有關情況綜合確定，
原則上縣域內補貼標準應統一。財政
部要求各地充分運用現代化信息技術
手段，利用現有相關補貼發放基礎數
據，繼續採取「一卡（折）通」等方
式，及時足額將補貼資金發放到位。

專家籲補貼需精準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

產品貿易與政策研究室助理研究員武
舜臣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此補貼是在
國際局勢複雜，國內外糧食供求緊張
的背景下，為應對農資價格上漲，保
障糧食生產而推出的，能降低農戶因
農資價格上漲而受到的損失，可一定
程度提升種糧農戶生產的積極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

究員陳明表示，相關補貼的發放體
現了中央對農業、農民的重視，但
也需要注意補貼的精準性，避免大
水漫灌。

5月23日，中國國家開放
大學終身教育平台的網絡頁
面（圖）。近日，國家開放
大 學 終 身 教 育 平 台 （le.
ouchn.cn）正式上線，面向
社會免費開放。截至目前，
該平台已匯聚國家開放大學
自建學習資源、338所知名
高校的課程資源、10個頭部
平台的特色課程等共計50萬
門課程，致力於滿足社會大
眾多元化、個性化學習需
求，以數字技術賦能終身教
育。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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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終 身 教 育 平 台 上 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
萍）最近幾年，生活在中國的
野生動物似乎離人類不再那麼
遙遠：從森林裏出來「旅行」
的大象，到在超級大都市安家

的貉，再到去而復返的猴群……野生動物在這
些城市裏生活、繁衍，悄悄地做着人類的「鄰
居」。

猴子三兩成群結隊從樹上爬下，又謹慎地觀
察四周，確定沒人後，「倏」地一下竄到玉米
地裏快速摘下玉米。廣西河池市金城江區九墟
鎮拉拱村大洞屯曾一度因亂砍濫伐、毀林開
墾，環境遭到破壞，原本生活在周邊的猴子等
野生動物也難覓蹤跡。近十年來，隨着政
府實施退耕還林、封山育林等一系列
措施，當地環境不斷改善，「消
失」的野生猴群又再次闖入村
莊。

「隨着退耕還林持續推
進，猴子越來越多，僅板
項屯附近就有3群猴子，
每群 100 多隻。」河池市
金城江區九墟鎮拉拱村村
委吳文國表示，猴子的到來

表明生態越來越好。

從「人養猴」到「猴養人」
而在距離金城江區約2小時車程的河池鳳山

縣，當地則實現了從「人養猴」到「猴養人」的
跨越。據了解，上世紀80年代，鳳山縣的巴臘猴
山連水、電、路都沒有通達，農作物主要靠種玉
米，是個貧瘠的村屯，再加上村民常年開荒毀
林，土地流失嚴重，原先在山上安家的獼猴消失
了。然而隨着生態環境的恢復，野生猴群再次出

現，且數量逐年增多。於是，當地打造
猴群景區，利用猴子發展旅遊，

通過收取門票積攢猴子的
「糧票」。此外，旅遊業

也促進當地村民的就
業：12名村民在景區當
飼養員，每月有2,000
多元的工資收入；外
鄉打工的青年也回流
到屯裏，開農家樂或做
些小生意。

動物鄰居人猴互贏

南非專家：兩國生態保護經驗值得互相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兩位南非專家

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南非和中國各自都有保
護生物多樣性經驗，兩國可在多領域互相交流
和學習。
5月22日是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南非開普半

島科技大學保護和海洋科學系教師戴維·沃克日
前接受視頻連線採訪時說，中國在保護大熊貓
等標誌性物種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南非可以向
中國學習如何兼顧發展和生態保護。
他說，在全球許多野生動植物走向滅絕、野

生動植物數量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南非建立了
許多保護區、保留了大量空地，保護和修復野

生動植物種群，南非也可以向中國和其他國家
提供設立保護區的經驗。
南非植物學會生態保護工作負責人魯珀特·庫

普曼表示，南中兩國均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
豐富的國家之一，兩國生態保護從業者可以在
生態修復、物種採集、技術進步等許多方面分
享經驗，互相學習和傳遞知識。
中國將於今年舉辦《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

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第二階段會議。沃
克認為，中國在這一領域有許多值得向其他國
家展示的內容，並期待各方能通過會議解決人
口增長和資源消耗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在廣西鳳山縣喬音鄉久隆村巴在廣西鳳山縣喬音鄉久隆村巴
臘屯臘屯，，遊客在餵猴子遊客在餵猴子。。 新華社新華社

◆◆大熊貓國家公園陜西長青管理分局大熊貓國家公園陜西長青管理分局
用紅外相機拍攝到一對野生大熊貓母用紅外相機拍攝到一對野生大熊貓母
子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時隔時隔120120多年多年，，雲南再度發現野生瀕危植物雲南再度發現野生瀕危植物
華白及華白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毅：美「印太戰略」最終必然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