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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至7日，《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平行活
动“商业与生物多样性论坛”预热活动
在昆明举办。

活动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生态环境部联合主办，生态环境部对外
合作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论坛及
COP15云南省筹备办联合承办,主题为

“迈向昆明:商业与金融助力生物多样
性保护”。

会议认为，受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
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丧失
愈发严峻。当前，全球正致力于推动后
疫情时代经济的绿色和高质量复苏，重

塑更加可持续且有韧性的经济体。在
新的形势下，企业有责任发挥引领作用，
加快生态经济转型步伐，将生物多样性
目标纳入发展规划和经营决策之中，为
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会议对企业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要积极探索实
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目标协同发
展路径，分享实践经验，引领转型发展；
二是要基于自身经营方向和市场机遇，
研究制定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的目标和战略；三是要积极探索
各种合作机制，拓展伙伴关系，把握科
技创新和绿色金融机会。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法国开发计划
署驻华代表等国际机构负责人，以现场
及视频的形式作主旨发言。

本次活动得到了联合国及有关国
际机构、中国广核集团、华为等企业的
支持。来自国内外政府、社会组织、企
业界代表近200余人现场参会，近300
人线上参会。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云南省
副省长王显刚出席活动并致辞，《生物
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
白·穆雷玛女士通过视频致辞。

本报记者 胡晓蓉 赵丹青

2名省管干部
任前公示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及有关规定，现将邹萍等2名同志拟
任职务予以公示：

邹萍 女，汉族，1969年2月生，在职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91年7月
参加工作。现任中共丽江市委常委、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导
职务。

曾仲 男，汉族，1967年11月生，博
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86年9月参
加工作。现任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暨第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经研究，该
同志拟任省属副厅级事业单位正职领导
职务。

公示时间从 2021 年 6 月 8 日起至
2021年6月15日止（国家法定节假日除
外），如对被公示人员有意见，可通过来
信、来电、来访等方式，向中共云南省委组
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提倡签署真实姓名并告
知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履行保密义务。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广福路8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
编：650228，举报电话：0871—12380。

据云南日报

专业养老服务
有望延伸到户

为完善昆明市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
老服务健康发展，昆明市民政局将于6月
10日上午举行《昆明市养老服务促进条
例（草案意见征求稿）》（以下简称《条例
（草案意见征求稿）》）听证会。

《条例（草案意见征求稿）》中提出，自
然资源规划部门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划
和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保障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用地并按照有关规定供地。符
合有关规定和要求的，可以使用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新建住宅小区配建的养老服务用房
等设施，应当与住宅项目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住宅项
目分期建设的，配建的养老服务设施用房
应当安排在首期建成，且不得拆分。

《条例（草案意见征求稿）》鼓励各县
（市区）政府通过购买、置换、租赁等方式，
利用本区域内适合的厂房、学校、商业设
施等场所，改造设置为养老服务设施。国
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存量闲置
服务用房，优先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

同时，各级政府应当结合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加快已建成住宅（小）区公共服务
设施的适老化无障碍改造。优先支持老
年人居住比例高的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相关部门应当支持对老年人家庭日常生
活设施实施无障碍改造，符合条件的特殊
困难失能、失智等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
改造的，按照相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条例（草案意见征求稿）》鼓励养老
机构、居家和社区（村）养老服务组织按照
养老机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入户养老
服务，在失能、失智老年人家中设置家庭
养老床位，将养老机构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延伸入户。

对预收费和保证金的支付，《条例（草
案意见征求稿）》作出了规定。养老机构
应当按月向老年人收取服务费用，养老机
构与入住的老年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代
理人约定预收费的，预收费不得超过12
个月。 本报记者 闵楠

“迈向昆明：商业与金融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举办

企业有责任发挥引领作用
加快生态经济转型步伐

你知道一项超大型的种树倡议“一
万亿棵树计划”正在全世界进行吗？你
知道全国有6亿人在蚂蚁森林种树吗？
你知道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每天守
护美丽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吗？

7 日，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与中国生态环境部主办的
主题为“迈向昆明：商业与金融助力生
物多样性保护”活动在昆明持续举
行。活动分论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多位发言者
们展示了企业在守护中国生物多样性
方面作出的积极行动。

云南金丝猴咖啡将上市

“几年前，朋友去看病时医生开出
了一张最便宜的药方：找一个环境好的
地方生活。”论坛上，支付宝蚂蚁森林业
务发展总监窦瑞用这个小小的故事点
透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他更用种
一棵棵小树、守护好一个个小动物讲透
了每一个人点滴行动与保护生物多样

性之间的零距离。
2016年8月，支付宝正式上线公益

项目“蚂蚁森林”。4年多，蚂蚁森林已
拥有6亿用户，在多个省份造林超过
306万亩。与此同时，蚂蚁森林还在北
京、青海、陕西、内蒙古、吉林、云南、四
川、安徽、海南、广东共10个省区市设
立了15个公益保护地，为濒危保护动
物提供庇护所，守护面积超过570平方
公里。云南就有3个保护地，其中，德钦
保护地和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都和滇金丝猴有关。

论坛上，窦瑞还透露，蚂蚁森林即
将推出云南金丝猴咖啡、云南金丝猴红
茶，待上市销售后将收益再反哺到保护
行动中。

一万亿棵树会带来什么改变

“一万亿棵树，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改变？”全球植万亿棵树倡议总负责人吉
尔·卡萨通过视频连线提出“一万亿棵树
计划”时，线下观众展开了小声讨论。

其实，这项雄心勃勃的超大型树木
种植计划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联合
国环境署（UNEP）第一次提出“十亿棵
树倡议”，以缓解全球变暖。截至2011
年，在该倡议的资助下，全球范围内一共
新种植了120亿棵树。

202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将“一万亿棵树”的想法列为大会正式倡
议，提交参会领袖们讨论。最终，包括中
国、美国和欧洲多国在内的许多政府官
员，及300多家与会公司代表共同通过
了该倡议。

联合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到
2050年，全球增加10亿公顷的森林可
以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换句
话说：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种植新的树木。

吉尔·卡萨表示，保护生态环境正
在为社会创造自然资本，比如保护森林
的溢价值在50万亿元到150万亿元，未
来全球对可持续的森林产品需求越来
越多，这将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机遇。

本报记者 赵丹青

设立公益保护地 守护滇金丝猴
企业积极行动守护中国生物多样性

7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着陆区域高
分影像图。图像中天问一号着陆平台、祝融号火星车及周边区域情况清
晰可见。

影像图由天问一号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于6月2日18时拍摄。图像
右上角有两处明显亮斑，靠上的亮斑由两个亮点组成，较大亮点为天问一
号着陆平台，较小亮点为祝融号火星车。以着陆平台亮点为中心，周围区
域颜色较暗，据分析，可能是降落过程中受到发动机羽流影响造成。

此外，着陆平台南北方向，存在对称的喷射状亮条纹，可能是着陆后着陆
平台钝化时吹除了较细的尘埃形成。图像中部亮斑为降落火星过程中抛离
的背罩及降落伞组合体，其中背罩为圆形亮点，降落伞为长条状亮点。图像
左下方向，存在另外一处明显的亮斑，为降落过程中抛离的防热大底。

截至6月6日，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已工作23个火星日，开展环
境感知、火面移动、科学探测，所有科学载荷设备均已开机工作，获取科学
数据。环绕器运行在周期8.2小时的中继轨道，为火星车科学探测提供中
继通信。 新华社记者 胡喆

天问一号
任务着陆区长这样

天问一号任务着陆区域高分影像图
国家航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