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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条例》，以高
水平保护支撑美丽江苏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蒋巍介绍，江苏省生态
环境厅将重点做好持续优化生物
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切实提升生
态系统稳定性、构建生物多样性保
护监测评估体系、严格执法检查和
监督评估、全面开展长江水生态考
核、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六方
面工作。具体工作举措包括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情况纳入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范围、联合省相关部
门制定加强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
修复的指导意见等。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邹
芳刚介绍，下一步将重点围绕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鉴定、利用三大任
务，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促进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在

保护方面，进一步创新省级种质资
源保护单位分级分类管理的模式，
健全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在鉴
定方面，要促进部省协同农作物种
质资源精准鉴定，发掘具有高产、
优质、抗病等特性的优异种质资
源；在利用方面，要进一步加快建
设家畜、家禽、长江特色渔业、河
蟹、经济红藻等6个种质资源保存
和创新利用中心。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孙
卫东介绍，下一步将认真落实《条
例》有关要求，重点做好四方面工
作，一是坚持规划引领，优化美丽
江苏国土空间格局；二是强化资源
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
水平；三是实施生态修复，提升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四
是开展创新探索，不断拓宽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
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二级巡

视员顾振东表示，将认真落实《条
例》相关要求，持续加强城市绿地生
物多样性保护，完善城市绿色空间
生态功能，强化城市绿色资源保护，
提升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水平，进
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营造公众
参与、共同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江苏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戴
怀宝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
《条例》，积极履行林业部门的职
责，加强野生动植物调查监测，开
展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做好
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
动，推动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
全面发展，为深入推进美丽江苏建
设贡献林业力量。

多部门现场拿出贯彻落实《条例》具体举措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卫）在全
国科技活动周期间，5 月 29 日，

“童心测体质，科学伴健康”特色
主题活动在南京市莲花嘉园第一

幼儿园举行。通过幼儿体质测
试、趣味体适能公开课等科技实
践，为近200名幼儿送上特别的六
一健康礼。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5月
28日，广济南大食堂老年餐桌揭
牌仪式在苏州地铁广济南路站正
式举行。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
在苏州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
苏州地铁联合姑苏区民政和卫生
健康局、金阊街道在广济南大食
堂挂牌设立“老年餐桌”，成为全
国首个地铁站内老年助餐服务点
位。

今年 3 月，苏州地铁自营的
“广济南大食堂”正式开门迎客。
作为一项惠民工程，大食堂运营
以来深受市民欢迎，其中老年群
体占比达 50%。本次挂牌的“老
年餐桌”，大食堂精心打造了适老
化就餐专区，通过配备防滑扶手
座椅、圆角餐桌等贴心设施，从细

节处提升老年群体的用餐体验与
安全保障。在姑苏区的大力支持
下，大食堂将为姑苏区户籍的高
龄、低收入老年人提供每天 2~8
元不等的助餐补贴，安排专人在
通过培训后，协助老年人在智能
终端进行身份核验并获得相应补
助，切实减轻老年朋友的就餐负
担，让温暖从“舌尖”直达“心间”。

此外，苏州地铁依托便捷的
轨道交通网络，与姑苏区联合推
出三条主题鲜明的“幸福养老专
线”，串联姑苏区12个养老服务点
位，覆盖助餐、医疗、旅游等多元
需求，针对老年人乘坐地铁的难
点、痛点，解决乘坐地铁中的繁琐
小事，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地
铁出行、康养消费指引。

苏州地铁站设立老年助餐点

现代快报讯（记者 严君臣 花
宇）南通地铁开放自习室和夜校
啦！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为了
方便市民学习，南通地铁 1、2号
线各设置了一个地铁自习室，除
每周固定时间段开展夜校相关课
程外，其他时间均可供有需要的
乘客自行使用。其中，1号线地铁
自习室位于图书馆站7号口附近，
2号线地铁自习室位于体育公园
站6号口附近，都是正对出口，出
行十分便捷。

“两处地铁自习室都在地铁
站商业区内，我们将部分商铺打
造成独立的自习室，免费开放给
市民使用。”南通轨道集团团委
相关负责人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两处地铁自习室选址在人流量

较大的车站内。自习室的开放
时间与车站运营时间同步。市
民扫描自习室门口的二维码，登
记身份信息后，就可以获得开门
密钥，凭借进门密钥即可进入自
习室。

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自习室布置和教室类似，有一块
电子屏幕、白板和讲台，三十多张
书桌整齐铺开。自习室侧边还布
置了书柜和绿植。侧边玻璃上贴
心地贴上了毛玻璃，为自习室使
用者减少来自外界的干扰。

“自习室运营以来，社会反响
良好。投入运营不到半个月，预
约人数已接近一千人，其中前两
日预约人数近500人。”南通轨道
集团团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南通地铁开放免费自习室
不到半月近千人预约

地铁自习室内正在上课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花宇 摄

江苏立法保护我们的生物“朋友圈”
多部门拿出贯彻落实举措

童心测体质，科学伴健康

作为人类在地球上的共生伙
伴，野生动植物不仅为维持生态平
衡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们
亲近大自然的乐趣，构成了我们的
生物“朋友圈”。5月29日，江苏省
人民政府召开贯彻《江苏省生物多
样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新闻发布会，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林业局等部门
负责人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现代快报记者从会场了解到，
《条例》不仅体现了江苏生物多样
性的省域特点，还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比如规定不得擅自引进、释放
或丢弃外来物种，明确要丰富植物
结构层次，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红艳

今年5月 22日，也就是“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经江苏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的《江苏省生物多样
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
式施行。这意味着，美丽江苏建设
又增加一部法规制度。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蒋巍

介绍，《条例》具有坚持系统保护、
体现江苏省域特点、筑牢生物安全
屏障、激发全社会参与活力四方面
特点。在体现江苏省域特点方面，
《条例》充分考虑江苏省生态系统
的区域性、典型性以及物种的独特
性等特点，明确规定优先保护具有

高自然价值、功能价值、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的典型生态系统，包括长
江、太湖、沿海滩涂等流域区域典
型湿地生态系统，宁镇山脉、云台
山脉等低山丘陵区域典型森林生
态系统，入海河口、海湾、海岛、牡
蛎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体现江苏省域特点，明确优先保护3类典型生态系统

立法针对性加强了江苏特色
生物物种的保护，不少珍贵、濒危
动植物资源写入《条例》。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条例》
第二十三条明确了江苏省重点保
护物种，主要包括银缕梅（分布：宜
兴、溧阳）、宝华玉兰（分布：镇江）、
秤锤树（分布：南京）等珍贵、濒危
维管植物资源，丹顶鹤（分布：盐
城）、麋鹿（分布：盐城）等珍贵、濒
危陆生脊椎动物资源，中华虎凤蝶
（分布：镇江、南京等）、拉步甲（分
布：无锡、苏州等）等珍贵、濒危陆

生昆虫资源，长江江豚（分布：长江
江苏段）等珍贵、濒危水生生物资
源。

据悉，今年上半年江苏将在全
国率先完成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
多样性本底调查。截至目前，在全
省95个县（市、区）中，已有93个全
面完成调查，调查发现物种数更新
至 8842 种，记录到国家重点保护
物种176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中受威胁物种132种。

蒋巍表示，根据《条例》要求，
省生态环境厅将围绕热点地区和

重点物种组织开展新一轮本底调
查，突出专项调查和专题调查。
研究编制第二批江苏省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第一批红色名录包
括独花兰、青头潜鸭、原矛头蝮等
物种）、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
单（第一批指示物种清单包括中
华蟾蜍、白鹇、震旦鸦雀等物种），
有效指导物种分级管理与科学研
究。与此同时，积极推进生物多
样性智慧管理系统建设，实现数
据和成果的统一管理、展示和应
用。

编制第二批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组织新一轮本底调查

《条例》还密切关注社会热点，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近年来放生和增殖放流的行
为越发多见。虽然有的是出于善
意，但这种行为可能造成外来物种
入侵、疫病传播及非法交易链滋生
等严重后果。此外，调查发现江苏
有加拿大一枝黄花、福寿螺、松材
线虫等外来入侵物种，存在一定的
生态安全风险。

为此，《条例》规定不得擅自引

进、释放或丢弃外来物种；单位和
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
应当遵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不得
随意放生；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
物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
提前十五日向当地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报告，接受监督检查。

“比如，每到春夏之交，城市的
‘飘絮之痒’成为民生吐槽。这其
中就与‘多样性失衡’有关。大家
都知道，这些飘絮主要来自杨树，

杨树的雌株生长快于雄株，在追
求快速绿化效果的时候，往往大
量种植雌株，大量雌株集中成熟，
导致飞絮量持续增长。”蒋巍说，
这也给我们启示，生态建设不能
追求短期效益，而需尊重自然规
律，现代化生活实质上也是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条
例》明确要丰富植物结构层次，提
高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回应社会关切，规定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丢弃外来物种

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鹿王争霸” 严正东 摄

江苏省体科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