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 第四届 “北京牛奶
文化节” 主会场活动在中关村东
升科技园举办。 现场活动精彩纷
呈 ， 融合了展览展示 、 科普讲
座、 技术交流、 娱乐游戏等丰富
的形式， 普及牛奶知识， 引导市
民健康消费。

本报记者 陈曦 陈艺 摄影报道

牛牛奶奶嘉嘉年年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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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北京是世界上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

“北京山区地势高差悬殊，
造成了土壤和植被的垂直分布
特征。 从低山向上 ， 依次有灌
丛、 落叶阔叶林和亚高山草甸，
植被类型多样。 再加上北京有5
条大河， 河流、 湿地 、 农田等
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 ， 为各种
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
环境， 使得北京成为世界上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 富 的 大 都 市 之
一。” 活动现场， 来自北京市生
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所
的专家乔青介绍了北京的生物
多样性特征。

说起北京的生物多样性 ，
乔青的讲述犹如清丽的散文诗，
生动鲜活 ， 富于情感 。 “人跟
大自然之间还有一种天然的亲
近感 。 每年春天 ， 最早来通报
消息的是迎春花 ， 小小的黄色
花瓣 ， 紧接着就是跟迎春很像
的连翘也开了 ， 然后地上的小
野花也钻出来了……”

近年来 ， 北京市严格落实
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统筹
部署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任务纳
入每年的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
计划推进落实 。 在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下 ， 自然生态保护取得
积极进展。

“北京的鸟类有500多种 ，
是世界上鸟类最丰富的首都之
一 ， 这不仅是因为北京位于全
球鸟类迁徙区域上，也跟我们多
年来坚持植树造林、 城市绿化、
恢复野鸭湖湿地、永定河生态恢
复等密切相关 ， 最近几年来 ，
记录到的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均
有了明显的增加。” 乔青说。

市民低碳出行、 保护野
生动植物践行度超过95%

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是
北京市唯一获批的国家级城市
湿地公园 ， 拥有秀美的湿地风
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 不仅
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 保护生
物多样性发挥了作用 ， 同时也
承担着大量的科普宣传任务。

“作为北京市生态环境教
育基地 ， 我们每年会开展以湿
地日 、 爱鸟周 、 环境日 、 生物
多样性 、 湿地功能等为主题的
科普活动 ， 还与学校联合开展
‘湿地科普知识进课堂’ 系列活
动 ， 受到广大学生 、 游客的一
致好评。” 北京市海淀区湿地和
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

根据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
布的2022年北京公众环境意识
调查结果显示，近五年北京市公
众环境意识持续稳步提升，2022
年公众环境意识指数为 76.81，
比2021年提高了1.04， 其中环保
行为践行度提高是环境意识指
数提高的主要原因 。 而低碳出
行 、 保护野生动植物践行度超
过95%。

推动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
护事业 ， 提升全社会的生态文
明意识 ， 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支 撑 。
“多年来， 我们积极拓展生态文
明宣传教育的 ‘朋友圈’， 搭建
合作平台， 整合优质宣传资源，
打造 ‘大宣教 ’ 格局 ， 推动社
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 北京市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主任安
欣欣说 。 “目前 ， 像翠湖湿地
这样的北京生态环境教育基地
已经有60家 ， 环保设施向公众
开放单位也已经发展到 63家 ，
它们都是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
育的重要平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
面将随处可见

出门见绿 ， 推窗见景 。 如
今的北京蓝天白云、 水清岸绿，
市民在充分享受这优美环境的
同时 ， 一些对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有指示作用的物种也在不断
被发现和记录。 不少市民跟东北
刺猬 、黄鼬 、红脚隼等野生动物
有了 “偶遇 ”，在山区 ，大花杓兰
悄然绽放，金雕、豹猫自由生活。

潘清泉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长期在大兴南海子公园拍摄天

鹅 。 他不仅拍摄天鹅 ， 还自愿
做起了保护鸟类野生动物的志
愿者 。 “这些年 ， 我在拍摄时
一直呼吁大家文明拍摄鸟类 ，
以不干扰不惊扰为前提进行拍
摄 。 在鸟类迁徙季的时候 ， 我
还会做一些保护类的志愿服务
工作 ， 提高大家对保护野生动
物的认识 ， 这也是我一直坚持
在做的事情。” 潘清泉说。

微光成炬。 像潘清泉一样，
心系环保，十多年不遗余力为美
丽北京建设加油助力的人还有
许多 ， 对此 ， 身为北京市生态
环境局宣传教育处处长的郭萌
体会很深 ： “北京生态环境质
量的大幅改善过程 ， 也是北京
市民生态文明意识不断提升的
过程。 没有全社会的凝心聚力、
同心同德 、并肩作战 ，就没有天
蓝、水清、地绿的美丽北京。 ”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刘贤姝表示 ， “两山两河 ” 的
特殊地形 ， 赋予了北京市良好
的自然生态禀赋 。 多年来 ， 北
京市以扎实的行动推动生物多
样性保护，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
未来 ， “北京是你的家也是我
的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画面将随处可见。

聚焦世界环境日 唱响自然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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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持续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体验红色素质互动项目 、
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 探
寻多条红色研学路线……近日，
2023年门头沟区首届 “星火少
年” 山区运动大会在斋堂镇举
行， 全区山区学校及城乡教育
发展联盟校、 名校分校等40所
中小学的160名学生参加。

“星火少年 ” 山区运动大
会主场设在 “京西第一红村 ”
斋堂镇马栏村。 学生们完成热
身运动后， 手持 “鸡毛信”， 参
与爬雪山、 过草地、 飞夺泸定
桥等红色素质互动体验项目 。
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冀热察挺
进军司令部旧址打卡地， 孩子
们参观陈列馆， 认真聆听讲解
员的细致解说， 一同追寻革命
先辈的光辉足迹。

门头沟区是革命老区 ， 被
誉为 “平西革命的摇篮”， 在这
片热土上诞生了北京地区第一
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
红色根脉深深滋养着京西大地。
门头沟区教育系统注重 “红色

基因遗传学研究”， 充分利用区
域红色资源优势 ， 组织师生走
进绿水青山间开展一系列基于
红色文化的研学实践活动 ， 精
心打造 “踏寻革命足迹 赓续红
色血脉———京西爱国主义教育
研学红色之旅 ” “探寻平西情
报联络站 ， 回味峥嵘岁月 ” 等
多条红色研学路线，蹚出了一条
红色教育的“新路子”，让爱国主
义成为京西少年的鲜亮底色。

同时 ， 门头沟区教育两委
立足区域教育体量小、 分布散、
差异大的实际和特点 ， 以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 、 促进教育公平
为目标 ， 成立门头沟区城乡教
育发展联盟和 “小学校·好教
育 ” 发展联盟 ， 实现山区所有
学校与城区学校携手发展 ， 通
过 “迷你学期 ” 改革等举措 ，
让城乡学生互换学习场景 ， 共
享 “双倍 ” 教育资源 ， 在互动
合作中增进城乡文化认同 ， 努
力打造山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 “门头沟经验”。

门头沟借红色资源优势举办少年山区运动会

近日， 怀柔区科委、 北京
市基金办联合主办的 “自然科
学基金助力高端仪器产业发展”
———怀柔区高端仪器装备和传
感器产业 “揭榜挂帅” 需求征
集发布会举行。 怀柔区突破以
往国家自然基金区域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指南征集渠道， 实施
区域联合基金 “揭榜挂帅 ” 计
划， 首次面向全国仪器传感器
类企业征集前沿科技、 重要材
料、 关键工艺、 先进装备等方
面的技术难点与需求， 邀请全
国仪器传感器类企业与怀柔区
共同 “发榜”。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对于
“发榜” 企业没有区域限制， 怀
柔区鼓励全国的仪器传感器企
业参与， 也欢迎全国能够解决
问题的科研团队来 “揭榜”。 同
时鼓励申报的科研团队、 企业

能够与怀柔企业合作 ， 共同打
造高端仪器传感器技术产业集
聚区和创新策源地。

怀柔区科委主任伊明江介
绍 ， 将对征集需求进行初步整
理 ， 并通过专业函评 、 专家会
评等形式 ， 对企业提报的难点
和 需 求 进 行 遴 选 ， 最 终 形 成
202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
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指南 （怀
柔区部分），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统一发布。

据了解 ， 怀柔区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
合基金 （北京）， 是怀柔区立足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 深
化与国家部委合作的重要成果
之一 。 自2021年参与以来 ， 共
有4个集成项目和6个重点项目
获得资助 ， 获资助项目与怀柔
区启元实验室 、 卓立汉光 、 中

科艾科米 、 多场低温等创新主
体进行联合研发 、 产业化落地
等方面合作 ， 推动了怀柔区仪
器和传感器等高精尖产业发展。

近年来 ， 怀柔区将高端科
学仪器产业作为支撑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抓手 ， 培
育一批新型研发机构 ， 涌现出
一批世界领先科技成果 ， 形成
了区域性的高端仪器产业集群。
“怀柔区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的支持，
通过此次 ‘揭榜挂帅 ’ 计划 ，
突破更多的 ‘卡脖子 ’ 技术 ，
推动产出高端科学仪器装备产
业的重大原创科技成果 ， 进而
推动高端科学仪器装备产业创
新发展 ， 加快打造北京怀柔国
家高端科学仪器装备技术创新
策源地。” 怀柔区副区长、 怀柔
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季学伟说。

□本报记者 崔欣

攻克 “卡脖子” 技术难题

“两只黄鹂鸣翠柳， 一
行白鹭上青天 。” 类似这样
的自然美景在翠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 （以下简称翠湖湿
地） 总能看到。 作为今年世
界环境日活动北京主场地 ，
6月5日上午， 翠湖湿地迎来
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有
北京生态环境工作者、 生态
环境公益大使、 生态环境志
愿者和市民代表等。 生物多
样性有多重要、 公众如何参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家
结合自身工作和环保经历 ，
围绕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互动交流、 献
计献策。

怀柔区高端仪器装备产业启动“揭榜挂帅”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