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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新 华 社 莫 斯 科 10 月 10 日 电
俄罗斯一架L-410轻型飞机10日
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境内坠
毁。俄紧急情况部说，事故目前已
造成16人死亡，7名生还者已送医

救治。
综合俄媒体及地方紧急情况部

门消息，失事飞机属于一家航空俱乐
部，机上载有23人，其中包括2名机
组人员，21名跳伞爱好者。

俄罗斯一架轻型飞机坠毁
16人丧生

新华社太原10月10日电 （记
者 梁晓飞 许雄）记者10日从山
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山西近期
严重洪涝灾害已致全省11个市76
个县（市、区）175.71 万人受灾，
12.0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284.96万
亩农作物受灾，1.7 万余间房屋倒
塌。

面对持续强降雨引发的险情，山

西省紧急调集人员力量，组织护堤抢
险，逐村逐户逐人落实安全避险措
施，按需撤离群众，努力确保重要设
施和附近村庄安全。灾情发生后，
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已紧急
调拨帐篷3975顶、折叠床3212张、
棉衣裤3000套、棉大衣16306件、棉
被10932床、棉褥8600床等救灾物
资用于受灾群众安置。

在山西
省河津市阳
村街道连伯
村，抢险人员
在加固临时
堤 坝（10 月
10 日 摄 ，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山西严重洪涝灾害已致175万余人受灾

8月9日在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拍摄的普氏野马。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新华社记者

滇池荡漾，丹桂飘香。10月11日
至15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
将在美丽的春城昆明举行。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既是此次大会的主题，也是人类对未来
的美好寄语。作为联合国生态环境领域
的一次重要会议，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的蓝图将从这里走向世界。

大美河山、生机盎然，尽
显美丽中国

天山山脉以北，准噶尔盆地东部，新
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
区坐落于此。

前不久，来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
中心的王振彪，护送18匹野马进入保
护区乔木西拜野放点。它们要告别圈
养生活，回到祖先栖居过的荒野繁衍
生息。

曾经，地球上仅存的野马主要圈养
在国外动物园里。1985年，我国引回
11匹野马，开启这项濒危物种拯救行
动；经过十多年努力，2001年首次野外
放归野马；2020年底，保护区的野放野
马总数为274匹，新疆境内的野马总数
已占全球野马总数约五分之一。

野马，如同一个缩影，见证中国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
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
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
美丽的世界。”2020年9月30日，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我国通过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严厉打击非法贸易等多种举措，不断
加强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修复。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
护。

从南方到北方，从内陆到海滨，越来
越多珍禽异兽正在回归，展现自然之美、
生态之美——

今年全球动物界一大“网红”，非云
南那群野生亚洲象莫属。通过多年保
护，我国境内的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
20世纪 80年代的 180 头增至目前的
300头左右。

记得今年“进村”的东北虎“完达山
1号”吗？那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
归的野生东北虎。我国积极推进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试点建设。林深藏虎豹，我
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种群呈现增长态势。

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生物多样性也
在加速恢复。黑颈鹤由不到3000只上
升到8000多只，藏羚羊升至约30万只。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
为“易危”、“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繁亮
相、三江源国家公园等地的雪豹频繁现
身……越来越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新
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在植物世界
同样力度空前。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野外回归……
通过持续开展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
德保苏铁、华盖木、百山祖冷杉等120种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部
分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步恢复。

近年来，我国更加重视种质资源保
护，已建有近200个各级各类植物园，
收集保存了2万多个物种；基本完成了
苏铁、棕榈和原产我国的重点兰科、木
兰科等珍稀野生植物的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求
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昔日的“打鸟人”侯体国，如今成为
“护鸟人”。

他居住的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百花
岭村，被誉为“五星级观鸟圣地”。

“小时候穷，没有肉吃，想吃肉就上
山打鸟。”侯体国说。

近年来，观鸟生态旅游方兴未艾。
侯体国放下弹弓，成了“鸟导”。“观鸟游”
还带火了餐饮、民宿等行业，仅去年就给
村民增收1000多万元。

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环境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
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
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
体系建设——

在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
我国创新生态空间保护模式，创造性提
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

出台，数十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
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天更蓝，从前些年的雾霾锁城到如

今蓝天白云常驻。
水更清，群众房前屋后的臭水沟已

悄然变为潺潺清流。
山川更美，一些地方曾经缺林少绿、

黄沙漫天，如今绿满青山。
守好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从“卖石

头”转向“卖风景”，折射中国发展理念的
重大变革。

村民胡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村
里开山挖矿、炮声隆隆、粉尘漫天的景象
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前些年来，关闭
矿山修复生态，余村四季皆有景。4年
前，在外打拼多年的胡斌回家乡开起了
客栈，生意红火得很。

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扩展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大力发展绿色生态
产业……各地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路径的具体实践，迈出坚实
步伐。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也赢得世界肯定。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中国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
和贡献者，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对
各国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至关重
要，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工
作值得各国仿效学习。

人类同呼吸、万物共命
运，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当前，人类站在了保护生物多样性、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同心协力，
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共建美好家园，这是来自中国的庄

严承诺。
今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
发展。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
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铿锵的
话语，向世界进一步释放出中国坚定不
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强烈信号。

共建美好家园，这是来自中国的大
国担当。

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内马铁路
穿过内罗毕国家公园，向远方延伸，造福
当地人民。

为保证大型动物如长颈鹿的自由通
行，内马铁路一期采用了长达6.5公里
的大桥全程穿越公园方案，大桥还设置
了声屏障，降低列车通过时的噪音，以最
大程度降低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这样的故事还有更多。
共建美好家园，这是来自中国的坚

定主张。
携手并进、共创未来。对于即将在

昆明举行的COP15，习近平主席高度重
视，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向全世界发
出“春城之邀”，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新战略，共同开启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新进程。

兼具雄心和务实，充满挑战和期盼，
伴随艰辛与欣喜，此次大会将总结过去
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与
经验，凝聚缔约方、国际组织和所有利益
相关方的合力，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型
性变革带来契机，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会。

从昆明出发，携手前行，同心协
力，我们一定能共建一个万物和谐的
美丽世界！

（记者李银、邹伟、高敬、王长山、胡
璐、王立彬）（新华社昆明10月10日电）

万类霜天竞自由
——写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开幕之际

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多措并举开展2021年“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为有效践行“以客户为中心”服务理念，切

实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营造清朗金融网络环境，今年9月，民生

银行重庆分行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组织开展了

为期1个月的“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

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教

育活动。

据悉，民生银行重庆分行以注重提升金融

素养、普及基础金融知识、聚焦“一老一小”等重

点群体宣传教育为主题，在全辖范围内同步开

展线上线下宣教活动。在线上，该行通过“中国

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公众号、网络媒体等渠道进

行宣传推广；在线下，该行则依托全辖网点厅

堂，加强公众教育专区建设，通过电子显示屏、

主题宣传海报及条幅、宣传折页等方式全面布

放主题活动物料，开展一对一咨询解答、微沙龙

讲座等，为网点内金融消费者答疑解惑。该行

还聚焦老年人群体的知识需求，通过宣传交流

帮助老年群体破除运用智能技术障碍，强化自

我保护意识，更好地融入现代金融生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以厅堂、社区网点

作为线下宣传的主阵地，民生银行重庆分行还

有针对性地开展进社区、进校园等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

9月上旬，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在重庆银保

监局指导下走进社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党建共建活动，为渝北区人和街道龙寿路社区

居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全民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活动。通过向在场居民讲述养老领域非法集

资，提醒广大老年客户和家属提高警惕，提高风

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远离非法集资。老年

客户们对现场活动反响热烈，纷纷表示谨记防

范金融诈骗“不冒险”“多沟通”两大原则。

9月中旬，在重庆银保监局、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指导下，民生银行重庆分行走进四川外国

语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轻工职业学院、重

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传媒职业学院、重庆

信息技术职业学院、重庆能源职业学院7所高

校，开展了主题为“理性消费，远离诈骗”的金融

知识普及宣教活动。校园宣传组带着统一制作

的有关校园热点警示教育内容的青少年读物、

宣传海报、宣传折页等，向大学生们进行发放和

普及，营造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氛围；同时还提供

了学生喜爱的书签、折扇等宣传品，让宣传气氛

进一步升温。大学生们与工作人员积极互动，

就他们感兴趣的“校园贷”“网络电信诈骗”“个

人征信”“网络保险”等问题向宣传人员进行咨

询。活动得到了校方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也受到了在校学生的广泛认可。

随着本次“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

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圆

满收关，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将以此为契机，积极

建立常态化宣传机制，进一步提升金融消费者

风险防范识别能力，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受教育

权，切实履行金融消费保护主体责任。

徐一琪

10 月 10
日在山东烟台
火车站拍摄的
动车组列车。

10 月 11
日零时起，全
国铁路将实行
第四季度列车
运行图，客货
运输服务将更
加便利高效。

新华社发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0 日 电
（记者 刘诗平）水利部10日发布汛
情通报，今年黄河、汉江和海河流域
发生多年不遇的秋季洪水，黄河小浪
底水库9日20时出现建库以来最高
水位273.5米，汉江丹江口水库10日
14时首次蓄至正常蓄水位170米，
海河流域的漳河岳城水库10日7时
出现建库以来最高水位152.3米。

黄河中下游从9月27日至10月
5日的9天里发生了3场编号洪水，
受渭河、黄河北干流持续来水影响，
小浪底水库的水位持续上涨。10
日，黄河干流下游孙口至利津段及支

流汾河河津段的秋汛洪水超警戒流
量。其中，汾河河津站 9 日发生
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

海河流域的共产主义渠合河段、
漳河蔡小庄段及子牙河支流北澧河等
秋汛洪水，10日也都发生超警戒流量。

与黄河和海河流域的秋汛形势
依然严峻不同，丹江口水库首次蓄至
170米正常蓄水位，则意味着汉江秋
汛已基本安全度过。今年8月下旬
以来，汉江发生超过20年一遇的秋
季大洪水。丹江口水库秋汛累计来
水量约340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
多约4倍。

小浪底等3大水库水位创历史新高
秋汛防洪处最关键阶段

新华社拉萨10月10日电 西藏
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10月8日决定，接受齐扎拉

辞去西藏自治区主席职务的请求，任
命严金海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决定
其代理西藏自治区主席职务。

严金海代理西藏自治区主席职务

（上接1版）
在此基础上，我市持续实施黑叶猴

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崖柏、银杉等极
小种群拯救保护项目，有效保护了全市
90%以上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和90%
以上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
统，物种濒危程度有效缓解，受威胁状况
明显改善。

“由于大环境的变化，不少珍稀濒
危野生动植物自身增长恢复十分困
难。”吴靖说，为此，我市持续进行保护
性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黑叶猴、林

麝、中华秋沙鸭、崖柏、银杉、荷叶铁线
蕨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实现恢
复性增长。

重庆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黑叶猴的全球分布最北界，金佛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科研院校，开展黑叶
猴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群体平衡程度、
近交水平、生境保护等研究。对黑叶猴
种群活动情况24小时动态监测显示，其

种群数量已从不足80只逐步恢复增长
到现在的151只。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的人
工繁育技术也得到进一步突破。重庆
药物种植研究所自 1958 年起持续开
展林麝人工授精、野化训练和放归自
然区域生境恢复等研究，“仔麝人工哺
育驯化技术”“林间放养技术研究”等多
次获奖，为林麝放归自然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曾把崖

柏列为已灭绝三种中国特有植物之一。
2000年，我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调
查骨干队在城口大巴山重新发现了野生
崖柏种群。近年来，大巴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运用“崖柏扦插繁育技术研究”自
主成果，组织实施“崖柏扦插繁育及栽培
技术推广示范”，让15万株繁育崖柏幼
苗回归原生地，最终插穗生根率达
80%，移栽成活率达95%，崖柏扦插繁
育技术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重庆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