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中国样本”

会上，伊利集团向与会各界详细
介绍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成果和

经验。作为第一家签署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企业与生物多样性承诺书》
的中国企业，伊利已形成“披露+管
理+普及”的成熟模式，不断输出成效
与经验。

伊利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抓

手，分析生产运营各环节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识别出生物多样性影响因
素以及对应的六大行动领域，包括栖
息地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物种多样性
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治理和倡
导生态保护，开展全生命周期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
据介绍，从模式到行动，伊利已经

将此推广至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
伴。例如，在上游的牧草养殖端，伊利
通过“种养一体化”，为内蒙古阿鲁科
尔沁旗改良了5.5万亩退化草原，让那
里的草原核心区的植被覆盖度从
2008年的不足10%增长到了95%以
上，实现了“荒漠变绿洲”。

截至目前，伊利已按照《承诺书》
中的九大承诺推进落实各项举措，并
连续5年对外披露“生物多样性保护
报告”，引领中国企业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贡献力量。这些实践经验不仅
入选《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进展报告（2019）》，还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成
功经验案例集，作为“中国样本”向世
界推广。

书写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家园故事”

随着中国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进程的不断深化，伊利紧跟国家步
伐，持续开展“伊利家园行动”。

据了解，“伊利家园行动”以“守
护生命未来”为宗旨，通过与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中国绿化基金会
等权威组织的合作，陆续开展了智慧
草原、东北湿地保护、亚洲象栖息地
保护等行动。截至目前，“伊利家园
行动”成果斐然：从内蒙古阿拉善黄
沙中种植10万棵梭梭树的美丽“生态
墙”，到向海4050亩湿地里50123只
振翅高飞的水鸟；从云南热带雨林的
亚洲象“食堂”，到印尼科莫多国家公
园珊瑚礁生态保护，守护绚丽的“海
底森林”……伊利不断书写着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家园故事”。

身处健康食品行业，伊利又是如
何向消费者传递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的？刘春喜表示，伊利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相关要求融入业务运营和产业链
融合的方方面面。在COP15第一阶
段会议期间，伊利旗下金典推出大会
定制款“生多保护限量装”产品，致敬
我国在动物、植物、森林、海洋、湿地、

草原六大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成
就，唤醒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今年“世界环境日”，金典还推出无印
刷、无油墨新包装，以“告白地球”为主
题，联动机构、行业伙伴与消费者发起
一系列环保行动，呼吁全社会共同守
护地球家园。

在正在进行的COP15第二阶段
会议期间，伊利更是创新性地发布了

“国内首个”数字藏品版“生物多样性
保护报告”，将伊利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方面的实际行动和成绩载入元宇宙空
间，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为保护生物
多样性、创造美丽家园出一份力。

此次大会上，中国向世界提出，
全世界应该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伊利作为全
球乳业的领军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也让世界看
到了中国企业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
面的决心与信心。

唐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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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主题
为“生态文明：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第二阶段会
议（COP15）在加拿大
蒙特利尔召开。来
自193个国家以及国
际机构、非政府组织
代表约6000人参加
会议。

本次大会旨在
达成“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
中国企业也积极参
与到相关议题的讨
论中。伊利集团作
为乳制品行业唯一
的“COP15 特别合作
伙伴”受邀出席了本
次大会的高级别会
议，并成为入选《人
与自然和谐新共识
——企业参与生物
多样性案例集》的唯
一乳企。伊利集团
执行总裁刘春喜在
大会发言中，向全世
界分享了伊利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成果
与经验。

伊利持续开展“伊利家园行动”，为大象建“食堂”伊利作为唯一乳企入选《人与自然和谐新共识——企业生物多
样性保护案例集》

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刘春喜（右一）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的高级别会议上发言

伊利发布“国内首个”数字藏品
版“生物多样性保护报告”

乳制品行业唯一的“COP15特别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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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思锐

近日，打开微信群或者朋友圈，很多人
不是在讨论如何买到急需的药物，就是在感
慨抢到的药价格太贵。其实，在买不到药和
只能买高价药之间，缺的不仅是药，还有市
场监管。这一点，从各地频现的物价监管及
处罚哄抬药价的新闻中就能看出来。

无论是生存必需的“菜篮子”“米袋子”，
还是治病救人的药品、器械，其价格稳定与
否，关乎民生福祉。企业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借疫情、灾情等大发横财，损害的不仅是
百姓利益，还有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经济
健康发展的动力。

对企业而言，商誉积累很难，消费者的
信任弥足珍贵。为眼前暴利，不顾企业长远
健康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对地方而言，
市场环境乃至营商环境的好坏，很多时候就
是看消费环境。消费环境好，自然熙熙攘
攘，利来利往；消费环境不好，自然百业萧
条，门可罗雀。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
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
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当下，全
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出口增长困难，而单
纯依靠投资带来的增长并不可持续，消费的
作用愈加凸显。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连续 11 年保持在
50%以上，消费基础性作用在持续强化。这
也告诉我们，必须要重视市场、重视消费。

实际上，各地也采取了优惠打折、发放
消费券等一系列措施来提振消费信心、刺激
消费增长，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从央行官

网发布数据来看，2022 年前三季度人民币
存款增加22.7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13.21万亿元，较2021年同期多增4.72万亿
元。相关调查也显示，“预防性储蓄”增长的
同时，居民消费意愿在下降。这意味着居民
的钱存得越来越多，花得越来越少。

想方设法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才能持续
释放消费动力。让居民愿意多花钱，而不是
被迫多花钱，就必须要构建良好的消费环
境。试问，如果老年人消费骗局层出不穷，
网络消费欺诈花样百出，直播售假数不胜
数，哄抬物价、商家跑路、强买强卖、虚假宣
传、天价宰客等情形屡禁不绝，谁又敢轻易
消费？

对地方消费环境而言，一百次好口碑，
抵不过一次坏印象。消费领域的一次恶性
事件，所导致的消费者信任危机，需要耗费
极长时间、极大代价才能完全化解。外地不
少地方，都有过“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深

刻教训，格外值得警醒。
重庆要塑造城市特色消费品牌，打造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就必须在消费环境打造上
走在前列。加强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
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只是培育和建设良好
消费环境的第一步。优化消费环境，还要在
健全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持续提高产品和
服务质量上下功夫，着力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
境。最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消费者蜂拥而
至、络绎不绝，让生产者、经营者财源滚滚
的环境。为此，就要营造一个公平、正义、
法治的市场环境和便利、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当前，打造良好消费环境刻不容
缓。只有消费环境不断向好，才能持续释
放消费者压抑的消费热情，为经济发展注
入更加澎湃的动力。

打造良好消费环境刻不容缓

□朱芸锋

第七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冬季）即将
举行，我市将发放1亿元文旅消费补贴、推送消费热
点、举办系列活动，加速促进文旅市场回暖。

连日来，市内景区景点陆续恢复开放，在各区
县的文化街区，烟火气又逐渐回来了。南滨路餐
饮门店恢复堂食，洪崖洞夜市再度灯火辉煌，解放
碑步行街、观音桥专卖店人气回升……虽然文旅
市场有点“乍暖还寒”，但是游客数量逐渐增多，
表明文旅消费经济被点燃激活，复苏的脚步势不
可挡。

一步慢，步步慢。推动文旅消费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想尽办法抢抓时机。对于重庆而言，当务之
急就是线上线下双向引流，制造吸引力，将网络业
态与实体场景有效结合，助力巴渝文旅消费快速活
跃起来。

让市民走出家门、走进景区景点消费，首先要
让大家觉得物有所值。文旅惠民消费季，就是要整
合、撬动上千家文化旅游企业，一起让利、补贴，让
数以百万计的潜在旅客动起来。除了价格上要给
出实打实的优惠，在服务标准、体验细节等方面也
要精益求精，确保服务质量不掺“水”。如此，才能
打消大家的顾虑，促进文旅消费信心回升。

对线上消费来说，网络文旅市场不但要放开嗓
子吆喝，还要注重提升文旅消费“含金量”、多多培
养“回头客”。近年来，我市在网上推广文旅产品、
开设线上商铺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也投入了大
量资源。但想要靠大投广告、网红引流等套路一蹴
而就、持久红火，是不现实的。

重庆有山有水有美食，川剧等非遗品类多多，
要想让文旅市场火起来，就必须依托优质的旅游产
品质量，“小火煲汤”、细水长流。同时，还要抓住时
机，加速文旅产品地域公共品牌建设，完善产品包
装、物流交通等基础设施，多措并举，助力重庆文旅
消费全面开花结果。

不能忽视的是，现在，还有一些文旅企业面临
着不少现实困难。进一步做强文旅消费经济，还需
精准施策，解决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让城乡一体
化的文旅市场活起来，让文旅行业消费火起来。

文旅市场如何引流

□谢军

包机带企业出国“抢单”、万千企业全力
以“复”、重点工程热火朝天……随着疫情防
控措施调整优化，全国各地生产生活秩序逐
步恢复正常。三年抗疫，病毒弱了，我们强
了。接下来，如何应对生产、市场等挑战，成
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上至中央
下至区县都铆足了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
现质变。全市各地各部门也纷纷出台了一
系列“助攻”政策措施，为企业复工复产解难
题、疏堵点，助力企业赶快站起来、跑起来，
投入到市场竞争中来。

受疫情影响，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
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
压力较大，为后续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挑战。
当此之时，帮扶不可或缺。但帮扶不应只是
刚硬的政策措施，还应有“为你着想”的温暖

情谊。如此帮扶，才能让企业暖心更舒心。
政策好、服务好、环境好都很重要，但

“真正的好”是企业感觉好。就比如说“组团
出海”，要注意防止同类企业“一窝蜂”出海
抢单，从而造成过度竞争，甚至出现生产过
程中物料短缺、用工成本增加、资金周转困
难等情况。只有问需问效于企业，注意把握
政策助力的分寸，不将“助攻”搞成“强攻”，
才能在解决企业燃眉之急的同时，让企业感
受到帮扶的实效。

在用好用足政府部门个性化、精细化帮
扶政策的同时，企业也要积极“动起来”，主
动应对、创造条件，将外在驱力转化为内生
动力，通过自我改革创新，早日渡过难关。
敢拼，更要“智拼”，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市
场形势，简单粗暴抢工生产不可取，企业应
当认真分析可能遇到的困难，结合自身定位
与行业特点，合理安排、有序经营，小步开
动，稳步向前。如此，外在利好政策与内在
自我努力形成合力，方可实现企业的“破土
重生”，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让企业走出去、拼起来
近日，重庆市政府办

公厅印发《支持个体工商
户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十二
条措施》，旨在最大限度帮
助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
业加快走出生产经营困
境，助力经济回稳向上。

点评：个体工商户、
中小微企业，一头牵着民
生，一头连着发展，是市
场主体中数量最多也是
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因
为“小本经营”，抗击风险
的能力天然较弱。聚焦
他们发展中面临的突出
困难，帮助他们解难题、
渡难关，有助于恢复市场
元气活力，夯实经济发展
的基本盘，推动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

想方设法
助企脱困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谈及做好今后
经济工作时，都强调要提振发展信
心。本期评论版聚焦提振市场信心、
更加积极主动做好经济工作，推出专
题评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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