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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 11 月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马达加斯加总
统拉乔利纳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马关系始终健康稳
定发展。近年来，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交
流合作卓有成效。我高度重视中马关
系发展，愿同拉乔利纳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机，不断提升
中马友好合作水平，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拉乔利纳表示，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马中各领域友好合作深入发展，取得丰

硕成果。真诚友好、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相互支持已成为马中全面合作伙伴
关系的显著特点。马方愿同中方共同努
力，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马中命运共
同体。

就 中 马 建 交 50 周 年

习近平同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互致贺电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在武汉开幕

11月6日，观众参观成就展。
当日，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

就展在武汉开幕。
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 摄

新华社武汉11月6日电（记者 张
淼 熊琦 刘曲）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和

“物种基因库”，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
能，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固碳减排、缓解和
预防自然灾害等方面作用显著。然而，受
农业活动、气候变化等影响，全球湿地缩
减和退化形势严峻，守护湿地亟需各方携
手同行。

根据《湿地公约》，广义上的湿地不仅
包括所有湖泊和河流、地下蓄水层、沼泽、
湿草甸、泥炭地、绿洲、河口、三角洲和滩
涂、红树林和其他沿海地区、珊瑚礁等，还
包括鱼塘、稻田、水库和盐田等。科研机
构和专家学者经过反复调查和研究，将
《湿地公约》湿地分类体系进行了整合与
归并，划分为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
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等5类
34型。

《湿地公约》秘书处2021年12月发
布《全球湿地展望》特别版报告指出，
湿地在减排、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扭转
生物多样性损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也是最为有效的碳汇陆地生态系
统之一。

例如，在以滨海湿地为代表的“滨海
蓝碳生态系统”中，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
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55倍。仅占地球
表面积3%的泥炭地，储存了全球30%的
陆地碳。“蓝碳”即蓝色碳汇，是指利用海
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并将其固定、储存在海洋中的过程、活
动和机制。

《全球湿地展望》报告还强调，健康
的湿地生态系统可助推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提升湿地管理水平
可带来健康、食物和水资源安全等红

利。据估算，全球湿地每年提供的健康、
福祉和安全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高达
47.4万亿美元，可见守护湿地就是守护
人类本身。

然而全球湿地保护现状并不乐观。
该报告警告，自1970年起全球湿地面积
减少了35%，消失的速度是森林的3倍，
超过四分之一的湿地物种遭到了灭绝威
胁。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开发是造成湿
地退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超过半数的“国
际重要湿地”遭农业用地破坏。而扭转这
一趋势亟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可
持续的食物生产应依靠健康湿地及其合
理利用。

此外，气候变化对湿地的影响高于预
期，极地湿地和山区湿地尤其处于危险之
中，而海洋升温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海岸
侵蚀和珊瑚白化严重影响湿地生物多样

性以及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生产、生
计和海岸保护等服务。

保护湿地亟需强化跨农业、城市发
展与湿地管理部门的融合与协调，将湿
地纳入城市规划可为城市居民带来健
康与福祉机遇，为此《湿地公约》采取
了“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机制，对采取
有效措施保护湿地的城市和地区予以
认可。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
于 5 日至 13 日在中国湖北武汉主会
场和瑞士日内瓦分会场同步举办。这
是中国首次承办《湿地公约》缔约方大
会。大会期间，《湿地公约》秘书处还
将向 25 个新晋“国际湿地城市”颁发
证书，届时全世界 43 个“国际湿地城
市”中，中国占据 13 个，数量居各国
第一。

守护“地球之肾”湿地有多重要

新华社武汉/日内瓦11月6日电（记
者 熊琦 陈俊侠）《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
约方大会部级高级别会议6日在湖北武
汉闭幕，会议正式通过“武汉宣言”，呼吁
各方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全球湿地退化
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武汉宣言”是此次大会的主要成
果。宣言指出，自《湿地公约》缔结51年
来，尽管已指定2466个国际重要湿地，认

定了43个湿地城市，发起了19项区域倡
议，各方为实现湿地持续保护做出了许多
努力，但全球自然湿地面积仍减少了35%。

宣言呼吁，推进湿地保护、修复、管理
以及合理和可持续利用的立法和执法，并
为评估和维护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做出努
力；开展湿地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资
产评估和核算；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地管
理城市和郊区的湿地，酌情建立湿地公园

或湿地教育中心；采取湿地保护和修复措
施，以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鼓励对
泥炭地、珊瑚礁和海草床、红树林、高原湿
地、地下水系等脆弱生态系统适当采取优
先保护和管理；加强湿地水污染防治；加
强全球湿地保护工作者之间的技术合作
和知识共享等。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谭光明说，
“武汉宣言”是一份凝聚各方共识、展示全

球意愿的重要文件，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决心和责任。

“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湿地保护方面的
领导力。”《湿地公约》秘书长穆松达·蒙巴
说，“武汉宣言”的通过，展现了各缔约方
对湿地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创新举措，期待
未来各方携手共进，形成更高水平的全球
合作。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部级高级别会议通过“武汉宣言”

□新华社记者 唐卫彬 李鹏
翔 廖君 侯文坤 熊琦

漫步东湖，水光潋滟，草木斑
斓，飞鸟翔集。11 月 5 日至 13
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
大会在“国际湿地城市”武汉设主
会场举行。这是我国首次承办
《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

“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是本届大会的主题，也寄托着
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作为生
态领域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本
届大会将为全球湿地保护凝聚共
识、汇聚力量，擘画新蓝图。

大美如画、锦绣如屏

涵养自然之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

文明伴水而生，人类生产生活同
湿地有着密切联系。”“要坚定不
移把保护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
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湿地的保
护和修复工作，多次强调湿地的
重要性。

广袤湿地，多彩多样——
翻开中国的“山水图”，辽阔

的疆域、多样的气候、复杂的自然
条件，孕育了5635万公顷湿地和
多元的湿地类型。

从渤海之滨的黄河三角洲到
高原群山间的青海湖，从北温带湖
沼苇草遍布的黑龙江扎龙到热带
红树林茂密的海南东寨港……依
托丰富的湿地资源，中国建立起
1600余处湿地公园。《湿地公约》
认证的43个“国际湿地城市”中，
中国13个城市入选，是全球入选

“国际湿地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
绿色湿地，万物芳华——
加入《湿地公约》30年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秉持
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将重
要湿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在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把湿地列为
一级地类，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与
修复，增强湿地生态功能，维护湿
地生物多样性。

近10年，我国累计实施湿地
保护修复项目3400多个，新增和
修复湿地80余万公顷。2017年
起，湖南在湘江流域8市启动退
耕还林还湿试点，累计完成退耕
还林还湿面积3.85万亩。

活力湿地，生机搏动——
有力的保护让中国湿地显现

出更多活力，生物多样性日益
丰富。

长江沿线，“微笑天使”长江
江豚频繁亮相；渤海之滨，在辽宁
盘锦湿地可观测到的黑嘴鸥数量
从20世纪90年代的千余只增长
到目前的上万只；高原湖泊滇池
畔，红嘴鸥已连续30余年从遥远
的西伯利亚等地飞往昆明越冬。

在中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
园——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10
年来，增加了近700种动植物，成
为飞鸟、鱼类、昆虫和草木的天堂。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各处湿地
都在发生，一幅幅生态画卷徐徐
铺展开来。

珍爱湿地、守护未来

润泽和谐之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

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将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
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湿地保护顶层设计不断健
全——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谋划发展，湿地保护被纳入《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湿
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等文件出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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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1日，中国首部专门
保护湿地的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施行，全国28
个省（区、市）先后出台了湿地保护
条例和办法，共同构建起湿地保护
管理顶层设计的“四梁八柱”。

保护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建立分级分类管理体系，中国

共有国际重要湿地64处、国家重要
湿地29处、省级重要湿地1021处，
设立国家湿地公园901处。

这是中国湿地的家底，也是
中国持续推进生态保护的成果。
作为全球首个完成三次全国湿地
调查的国家，中国各地建立了湿
地调查监测野外台站、实时监控
和信息管理平台，并将逐步纳入
国家林草生态感知系统，实现监

测监管一体化，湿地科技支撑能
力持续增强。

绿色发展全民共享——
东湖，叠翠流金。前来赏玩

的游客络绎不绝，沿绿道骑行，看
鱼鸥嬉戏，享湖光山水。“以前污
染严重时，水是臭的，现在环境
好、风景美。”在武汉洪山区东湖
风景区街道湖光村生活了40余
年的村民钱云说。

33 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102公里的东湖绿道……随着生
态改善，东湖化身“城市绿心”，将
湿地融入城市生活，去年一年接
待游客2150万人次。

保护湿地在中国已成全社会
共识，更多的湿地也由此成为群
众共享的绿色空间，约90%的国
家湿地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

中国智慧、世界贡献

和合共生之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我们要深化认识、加强合

作，共同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
动。”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
开幕式上的视频致辞中指出，“我
们要凝聚珍爱湿地全球共识”“我
们要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进程”“我
们要增进湿地惠民全球福祉”。

共筑生态文明之基，这是中
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30年来，中国努力践行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加
大立法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
传、国际合作等力度，以全球4%
的湿地，满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
口对湿地生产、生活、生态、文化
等多种需求，有力地支撑了生态
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前不久，中国制定了《国家公
园空间布局方案》。中国将陆续
设立一批国家公园，约占陆域国
土面积的10%，把约1100万公顷
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谈及中国湿地保护，《湿地公
约》秘书长穆松达·蒙巴说，在有关
立法等推动下，中国已有一半以上
湿地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如成为
国家公园、社区公园等。当其他缔
约方看到中国的这种引领作用时
就会明白，为何湿地保护如此重
要，因为湿地保护也有利于应对气
候变化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

共建美好家园，这是中国向
世界展现的大国担当。

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东寨
港自然保护区内，黄嘴白鹭舒展
优雅身姿，轻轻栖停于郁郁葱葱
的树冠上……周围的居民说，能
重新看到这种珍稀鸟儿，得益于
当地红树林重现生机。

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
但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全世界
红树林的面积正以年均1%的速
度减少。通过持续加强保护和修
复，中国现有红树林地面积2.71
万公顷，是世界上红树林面积净
增加的少数国家之一。

作为本届大会的议程之一，
大会将积极争取中外各方支持，
推动在中国建立国际红树林中
心，作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国际合
作的重要基地和科研平台。

“中国的湿地保护成就在全
世界有目共睹，正为全球生态治
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国
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重
庆大学教授袁兴中说。

2018年，中国起草的《小微
湿地的保护和管理决议草案》在
《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
上顺利通过。这是我国加入《湿
地公约》后，首次向《湿地公约》提
交决议草案并顺利通过。小微湿
地独特的生态功能，得到国际社
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认同。

这是中国湿地保护的成果，
更是对全球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
作出的积极贡献：

——共享经验，承办发展中
国家湿地保护援外培训，与20多
个国家的150多名湿地管理者分
享中国湿地保护修复先进技术和
成功模式。

——共谋合作，配合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成功实施外交部

“澜沧江—湄公河专项基金”湿地
项目，广泛开展双多边湿地合作
与交流。

——共促和谐，启动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中国候
鸟保护网络建设”项目，对约30
万公顷国际重要湿地加强管理。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本届
大会将以制定公约第五期战略规
划为契机，推动审议通过《2025
后全球湿地保护发展战略框架》，
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

（据新华社武汉11月6日电）

珍爱湿地凝共识 促进合作迎未来
——写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举办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