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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主题活动
在浙江省宁波市成功举办
The 2023 Biodiversity-Friendly City Themed Event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2023年5月18日下 午，2023生 物

多样性友好城市主题活动在浙江省宁

波市成功举办。活动由生态环境部自然

生态保护司、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宁波

市人民政府指导，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

中心、宁波市生态环境局主办，宁波市

海曙区人民政府承办。

    活动以“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为主题，是国内首次以“生物多样性友

好城市”为主旨开展的高水平交流研讨

活动。参与活动的政府领导、权威专家、

社会组织、企业代表和围绕生物多样性

友好城市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促进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分享了真知灼见。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

珊在致欢迎辞时表示，近年来，在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波市

坚持山水林田湖海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大

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坚定迈出“绿色

和谐”步伐，绘就生机勃勃的生态“画

卷”。宁波将以本次活动的举办为契机，

以各位领导、专家和兄弟城市的先进理

念、典型做法为借鉴，从服务“国之大

者”高度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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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努力绘就“万物和谐”的大美图景，为美丽中国、

美丽浙江建设贡献宁波力量。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王志斌在致辞

中表示，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重要标志，是国

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领域，关乎城市发展的品质、韧性

与安全，关乎居民福祉。2022年12月，中国领导全球

历史性达成了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作为落

实“昆蒙框架”的重要举措，生态环境部正牵头制定新

时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并将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列入优先行动之一，凝聚生物多样性

保护合力，更好地助力美丽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郎文荣在致辞

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单元建

设，正是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题中之意。

浙江山海相依，地形地貌多样，具有多元共生的生态

系统，蕴含着丰富的物种和遗传资源。浙江省推动磐

安县在全国率先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试点，

在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打造多个极具特色的生物多

样性产学研游保护科研基地，龙观乡被授予“全国首

个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这些成果和经验，都在去年

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进行

了发表，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未来浙江省还

将继续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新路子，努力打造生态文

明高地，力争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友好

建设试点经验。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理事会联合主

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理事埃里克·索

尔海姆在视频致辞中表示，过去几十年里地球生态系

统曾遭受严重破坏。但好消息是，人们已经做出了积

极的改变，全世界都在向着生态、文明、绿色迈进，政

府、公众都在努力。杭州、宁波、深圳、广州等城市，都

是中国非常优秀的绿色发展城市，涌现出很多世界级

的绿色发展领先案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激

励了中国人民走上生态文明之路，彰显了中国从经济

发展优先过渡到追求高质量发展和持续做好污染防

治工作的决心。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代理执行秘书大卫·库

珀在视频致辞中高度评价了中国为确保COP15成功

举行而体现出的领导力，尤其是中国在推动“昆明—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事上所做出的

巨大努力。他认为，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中国城市如何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将

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并能为其他国家树立强

有力的榜样。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杨开忠从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角度分享了对深入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主流

化的认识。他认为，应该把生物多样性全面纳入地方

品质，以此驱动城市现代化建设，建议把生物多样性

友好城市建设作为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战略，同

时把自然明确纳入治理模式中。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田成川

在发言中表示，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是一个重要

课题。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城市化，对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在起步探索阶

段，从认识到实践还存在一些不足，对此他提出五点

建议：一要增强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意识，优化城市

规划指标体系，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

包括依托城市各类绿地、公园，打造生物多样性教育

和体验基地；二要改进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形成因

地制宜、符合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的城市发展空间格

局，加强城市生态廊道建设，探索可持续城市发展模

式；三要强化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和监测预警，为科

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四是提升

城市生态系统功能，优化城市绿化树种，提升绿地科

学规划和管理，尝试构建具有良性物质循环、相互依

存制约的生态体系；五是完善管理体系，明确部门事

权，探索建立部门协同保护联动机制和工作绩效评价

考核机制，增强公众参与。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宏奇介绍

了广东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工作进展，特别是

在推动成立广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委员会，统筹

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编制出台广东省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推动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建

立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科

技创新，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强化自然生态监管，加强外来物种防控，持续开展生物

多样性保护系列宣传活动等方面取得了扎实成效。

保尔森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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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分享了城市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国际经验与案例，指

出建设生物多样性友好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型城市，

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金会提

出了五点行动建议：一是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规划，

并衔接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空间规划和生物多样保护

规划；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充分考虑并应用自然基

础设施作为补充或替代方案；三是提升自然资源和能

源的使用效率，缓解城市需求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压

力，减少城市的生态足迹；四是保护、恢复城区的自然

环境，为部分原生物种提供栖息地和迁徙通道；五是

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投入。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党组成员、副区长李高介绍

了海曙作为中心城区如何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与生

态保护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提出在更高起点、更

高水平上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为区域高质量发

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生态基础。

在“共建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单元，生态环境部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燕，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局长李水生，四川省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光分别

进行主旨发言，介绍了不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经

验与成就。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河北省衡水市生态

环境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宁波钢铁有

限公司、正和生态、华为中国的代表围绕主题介绍了

经验，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单

元，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县长余国芳分享了生态保护

的罗山样板是如何打造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副

县长闫丰讲述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过程中

探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

党委副书记、乡长蔡璐，中林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宋悦、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湿地与野生动植

物资源监测处处长陈锋、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

究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刘瑜也分享了各自的精

彩观点。

这次主题活动还发布了一系列成果：由生态环境

部宣传教育中心介绍了8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乡

村振兴优秀案例；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管分局发布了

《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施指

南》；商业自然联盟发布10位“自然使者”，鼓励企业

注重保护自然。

本次活动深入践行“低碳、绿色、环保、节约”可持

续发展理念，采用由海曙区提供的林业碳汇量和象山

县提供的海洋碳汇量实现“碳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