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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龙
江林草兴，则生态兴。幅员辽阔的黑龙江拥

有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等丰富的生态资源，
承担着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政
治责任。一直以来，省林草局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全力做好“扩绿、兴绿、护绿”三
大文章，推动“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森林四
库联动，在开展国土绿化、开发林业碳汇、发展
林下经济等方面取得诸多佳绩。尤其近日，由
省林草局牵头主导研发的黑龙江省造林碳汇
评估方法学及黑龙江森林食物“九珍十八品”
质量标准均获得国家级权威认证，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欣闻《黑龙江日报》推出“绿色龙江”专版，
特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省林草局将一如既往
地与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开展友好政媒沟通协
作，讲好龙江林草故事，展现龙江林草风貌，传
递龙江林草建设最强音。

筑牢祖国北方生态筑牢祖国北方生态
安全屏障安全屏障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母亲河。”黑龙江
是水资源大省，水系发达，江河湖泊众多。党的
十八大以来，省水利厅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
精神，坚决扛起治水兴水政治责任，统筹推进水
灾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着力建设绿
色龙江，打造幸福河湖。

加快绿色龙江建设，是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
的必由之路。省水利厅立足水利职能，聚焦

绿色发展水利任务，大力实施龙江水网
建设、实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加强

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加强江河湖
库治理保护 4 大行动，以水赋能，
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更大龙江水
利贡献。

值此《黑龙江日报》“绿色
龙江”专版推出之际，祝“绿色
龙江”专版越办越好！省水利
厅将与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携
手，共同讲好绿色龙江建设中的
水利故事。

坚决扛起治水兴水
政治责任

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生态环
境系统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锚定绿色龙江的建设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有序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现
在，黑龙江的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生态环境越
来越美丽，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在新征程上，省生态环境厅将牢牢守住“生态环
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线，统筹协调
推动绿色龙江建设，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龙江。

今天，《黑龙江日报》“绿色
龙江”专版正式出版，这为黑
龙江讲好生态保护故事，传播
绿色发展声音提供了重要平
台。在此，谨代表省生态环
境厅祝“绿色龙江”专版越办
越好！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龙江

2025新年伊始，“绿色龙江”专版与您谋
面。

“夏有凉风冬有雪，捧出绿色就醉人。”拥
有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
冰雪的黑龙江，自然禀赋雄厚、生态环境良好。
绿色，成为龙江高质量发展最靓丽的底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加力推进生态振
兴，全面建设绿色龙江，打造“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实践地，
全方位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龙
江实践。

当下，冰雪旅游火爆“出圈”，不论是晶
莹剔透的“钻石海”，还是澄澈天空的“龙江
蓝”，这都是绿色龙江建设的生动展现。为

了全面落实全省绿色龙江建设大会精神、讲
好绿色龙江故事，自2025年1月起，《黑龙江
日报》定期推出“绿色龙江”专版，全方位呈
现绿色龙江建设成果，打造展示龙江生态靓
丽图景的崭新窗口。

绿色龙江建设正当时。希望“绿色龙
江”专版能与读者一起奋力谱写绿色龙江建
设新篇章，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龙江力量！

奋力谱写绿色龙江建设新篇章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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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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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玉玺

全球疾病防御倡议（GDSI）是为应
对全球健康与生态危机而诞生的一种
生态健康策略，结合了生态修复和公共
卫生的多学科合作。多年来，全球疾病
防御倡议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生
态修复和疾病防控的先行实践，足迹遍
及黑龙江省、青海省以及非洲东部地
区，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促进了区域
生态健康与经济的双赢。

全球疾病防御倡议提出的背景是什
么？其核心涉及哪些方面？将如何促
进构建全球健康防线？我们邀请到
GDSI 的发起人——野生动物生物安全
管控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黑龙江省野
生动物疫源疫病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
室主任王晓龙，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局长于晓东，青海省海西州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主任倪关英，牡丹江市林业
和草原局副局长王令军，黑龙江省生态
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智库首席专家李
爱琴以及埃塞俄比亚野生动物局研发
部首席执行官法克德·瑞葛莎·周卡，共
同深入探讨这一倡议如何在全球层面
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一个更
加健康与可持续的未来。

倡议背景与地方实践：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合作

记者：全球疾病防御倡议由哪些机
构发起？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在最近
一年里在黑龙江省如何落地？

王晓龙：全球疾病防御倡议的提出
源于全球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新兴传
染病的蔓延。随着全球化加速，疾病的
跨境传播和生态系统的退化，尤其是在
边境地区，给公共卫生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传统的疾病防控方法和非防
控目标导向的生态修复措施，无法及时
且全方位地应对这些综合性问题。

全球疾病防御倡议由野生动物生物
安全管控国家创新联盟、中国全健康研
究网络、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
发展智库和埃塞俄比亚野生动物保护
局共同发起，以前述机构专家库结合非
洲青年科学院以及西班牙、澳大利亚等
其他国际机构的多学科专家构成智库，

致力于推动生态修复与疾病防控的深
度融合。

全球疾病防御倡议提出了将生态
修复、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与地区经济发
展相结合的新思路，通过跨学科合作、
技术创新和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推动
全球生态与健康目标的实现。在这一
过程中，黑龙江省作为边境省份和候鸟
迁徙重要通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
色。通过与牡丹江市林业和草原局和
抚远市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合作，
不仅提升了当地生态保护和疫情防控
能力，还树立了 GDSI 框架下地方合作
的成功典范。

记者：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否
可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跨境合作和信
息平台来解决跨境传染病的输入问题？

于晓东：传统的疾病监测方式无法
有效应对从邻国输入的疫情威胁。依
托 GDSI 的技术优势，我们引入了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大数据预警平台，建
立了实时的跨境信息交换机制。通过
这个平台，我们能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
共享数据，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的疫情
风险。这不仅加强了区域内的疫情防
控，也为未来的跨境防控合作提供了坚
实的技术保障。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
与 GDSI 的合作，推动三江保护区在生
态保护与公共卫生防控方面的示范作
用。

跨学科创新引领
全球生态健康解决方案

记者：全球疾病防御倡议的成功离
不开跨学科的合作，尤其是保护医学、
保护生物学和保护经济学的结合，那么
这 3 个学科如何在 GDSI 框架下实现有
效的协同合作？

王晓龙：GDSI的核心创新之一就是
跨学科的协作，它将保护医学、保护生
物学和保护经济学相结合，为全球健康
和生态保护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解决
方案。

就保护医学而言，GDSI通过促进传
统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如疫苗接种和
疾病监测等，协调推进区域水平防控能
力建设，减缓疾病在人与家养动物和野
生动物之间的传播。在埃塞俄比亚，在

当地社区的支持下，我们通过对家犬的
免疫接种减少了埃塞俄比亚狼犬瘟热
的发生，还准备把我国的早期预警系统
技术推广到非洲。

保护生物学方面，生态修复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为疾病防控提供了天然屏
障和足够的抵抗韧性。巴西亚马逊湿
地恢复的成功案例，不仅增强了生物多
样性，提高了生物栖息地的质量，也降
低了黄热病和寨卡病毒等疾病的传播
风险，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保护经济学虽然提出了很多年，但
与公共卫生安全、兽医公共卫生及生态
安全的跨学科交叉还不多见。这一领
域的创新在于让科研院所、地方政府和
不同类型企业等各方利益共有人紧密
协作，在区域水平上针对公共卫生安
全防控共同命题，大家分别找到各自
的生态位置，一起打造新的防控生态、
防控模式，为地方政府提供可持续的
资金支持，并推动区域经济的绿色转
型。在青藏高原，我们通过保险公司
的引入和生态畜牧业的结合，不仅促
进了地方经济增长，还为生态修复提
供了资金保障。

这三个学科共同构成了 GDSI的理
论基础，这三个学科原有的和通过学科
交叉创新产生的新技术还具备很强的
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特点，为全球公共健
康和生态保护提供了多维度的支持。

记者：我们知道，全球疾病防御倡议
在青海有很好的实践，是如何破解防控
工作中因经费不足带来的各种问题呢？

倪关英：草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
牧民增收，离不开高效、科学的动物疫
病防控。目前做好天然草原放牧牲畜
的疫病防控，面临着防疫人员少、地域
大，与野生动物接触频繁交叉传播风险
不断增加，如海西州，村级防疫员人均
防控区域 超 20 万亩草原，无法做到高
效、精准，而且人力物力投入大，免疫防
控效果不理想。我们与 GDSI 的合作，
引入农业保险公司，科研院所与海西州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先行先试，
开展涵盖常规疫病监测和当地特殊病
原监测，并针对常规免疫不能涵盖的病
种，由合作的科研院所研发针对性疫苗
进行防控，作为全省动物免疫的补充，
最后由农业保险公司根据免疫效果和

按降低保险赔付金额的 20%比例支付研
发费用。通过这种合作，最终达到海西
州动物疫病发病率大幅下降，牲畜死亡
率显著降低，牧民减少财产损失，而保
险公司减少了赔付资金，形成了良性循
环，推动了地方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GDSI的防控经济模式，不仅改善了我们
的生态环境，也为地方经济创造了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

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经济双赢

记者：全球疾病防御倡议的“防控
经济”模式如何为地方经济创造可持续
增长点？

王晓龙：“防控经济”模式通过将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既解决了公
共卫生问题，又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
长。黑龙江省的成功经验充分体现了
这一模式的有效性，比如我们在牡丹江
市和抚远市等地的实践。

记者：牡丹江市林业和草原局如何
看待GDSI带来的合作与变化？

王令军：林业是实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主战场。近年来，牡丹
江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强调
在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上，要坚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在野生动物疾病防控工作中，市
林草局制定实施了多项措施，多部门联
合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综
合执法已成为常态。此外各保护区还
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通过
落实每天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
野外巡护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等，
有效阻断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传播途
径。

牡丹江市林区面积大、野生动物种
群数量大、养殖场较多，这都增加了人
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尤其在保护区周围
的居民点，这给我们的疾病防控工作带
来了很大挑战。通过与 GDSI 的合作，
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保护区内外动
物疾病溢入溢出的监测上，如在牡丹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通过大数据模
型首先识别出保护区内外重要动物疫
病的自然疫源地，利用空间技术和分子
病原学、生物信息学技术等判定内外的
疫病交流情况，明确风险防范目标，找

准疫病内外交流的客观成因。下一步
我们将在生态脆弱，易于和已经形成风
险扩散通道的区域，通过科学评估，实
施基于疫病防控目标的生态修复和阻
断工程。这将不仅提升我们的生态保
护能力，也将为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增长
点。同时，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农
业，为当地创造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
式。“防控经济”模式为牡丹江市的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双重保障。

共建全球健康防线

记者：GDSI 作为全球性倡议，如何
在推动地方健康与生态的同时，形成全
球范围的协作与联动，共同应对生态和
健康挑战？

王晓龙：在全球化背景下，疾病传
播和生态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跨境
合作尤为关键。通过跨境信息平台和
数据共享，以及创新防控模式的相互借
鉴，GDSI推动了各国在疾病监测和防控
方面的协作，确保了全球健康与生态安
全。

在黑龙江省，我们与俄罗斯等邻国
合作，通过联合监测和防控，确保了跨
境疫情的及时响应。在非洲，我们通过
与多个国家的合作，加强了生态修复和
公共卫生的协同工作，开展了跨国疫情
的传播风险评估。这种跨境合作不仅
提升了地方的公共卫生能力，也推动了
区域经济和生态的共同发展。

记者：为了更好地理解 GDSI 的全
球实践，我们请埃塞俄比亚野生动物保
护局副局长周卡博士分享他在埃塞俄
比亚实施 GDSI 的挑战与成果，特别是
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突破。

法克德：在埃塞俄比亚，资金短缺
和技术供给不足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
题。GDSI 通过宽广的视野和“一带一
路”理念，通过整合埃塞俄比亚的自然
资源、中国企业和国际组织的资源为我
们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
帮助我们提升了疫病防控和生态修复
的能力，如在野生动物疾病诊断方面，
GDSI 为我们提供了免费诊断试剂盒和
远程使用培训。通过与 GDSI 的合作，
我们不仅获得了技术，还引入了投资，
推动了社区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通

过这一模式，地方社区不仅改善了生活
质量，还促进了绿色产业的繁荣。我们
期待以中-埃塞野生动物疾病研究联合
实验室为依托将这种合作模式推广到
更多地区，为全球健康与生态保护作出
贡献。

GDSI未来展望

记者：GDSI 的全球目标非常宏大，
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协
作，扩大“防控经济”模式的影响力？

王晓龙：未来，GDSI 将继续扩大全
球合作，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国际组
织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持续关注跨境疾
病防控、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我们希
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
关系，推动生态与健康的同步提升。

此外，“防控经济”模式将进一步获
得推广，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尤其
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全球疾
病防控和生态修复的效率，确保全球范
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记者：作为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
与绿色发展智库主任兼首席专家，李教
授您如何看待 GDSI 倡议对黑龙江省绿
色转型和生态保护的推动作用？

李爱琴：我们深知绿色发展与生态
保护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GDSI的“防控经济”模式与黑龙江省的
绿色转型目标高度契合，不仅为地方
提供了创新的战略思路，更推动了生
态修复、环境保护与疾病防控之间的
协同效应。尤其是在绿色产业和生态
旅游方面，GDSI 为地方经济带来了新
的增长点，推动了绿色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黑龙江省在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
区域协同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上，正积极
推动现代科技与生态修复及健康防控的
结合。通过与GDSI的深入合作，我们能
够进一步提升地区的生态健康水平，推
动地方绿色产业的转型升级。

我们相信，未来随着GDSI倡议的不
断深化，通过科技创新和政策推动，黑龙
江省在绿色发展方面将继续发挥引领作
用，为全球生态与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齐筑全球生态健康防线 实现绿色发展共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