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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立
彬）目前我国林草年碳汇量超过12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居世界首位，是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压舱石”，但要注意避免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过热现象。

这是记者14日在自然资源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召开的

生态保护修复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的。国家林草局生态司一级巡视员郭青

俊说，森林是集水库、钱库、粮库、碳库于

一身的大宝库，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

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据测算，

目前全国林草年碳汇量超过12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居世界首位。据预测，2060年

我国难以避免的碳排放约有25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林草碳汇能吸收一半以上碳

排放。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主动担当

大国责任、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

诺。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压舱石”，

林草碳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郭青俊说，为巩固和提升林草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将坚持扩绿、兴绿、护

绿并举；扩大林草面积，增加林草碳库

总量；提高林草资源质量，提升碳汇增

量，提高林草生态系统碳汇潜力；加强

林草资源保护，减少碳库损失，强化林

草火灾防控管理，提升有害生物防治能

力，减少灾害导致的碳排放；推进木竹

替代，提高生态固碳效益，强化木竹精

深加工，推广在建筑、包装、运输等领

域应用。

国家林草局启动18个林业碳汇试点

市（县）和21个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

近2年来，试点单位结合实际，制定巩

固提升碳汇能力实施方案，开展碳汇计

量监测方法实践，创新林业碳汇应用场

景，探索出多种巩固提升碳汇能力的途

径与价值实现模式。

郭青俊指出，目前全国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市场已正式启动，林业碳汇

项目可根据要求参与交易获取收益。但

并不是具有碳汇就能开发符合自愿减排

类项目，适合项目开发条件的林地类型

非常有限，大多数类型不能作为碳汇交

易项目开发。要科学认识和理解碳汇能

力与碳汇项目开发的关系，科学有序推

进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避免碳汇项目

开发过热现象。

我国林草年碳汇量逾12亿吨
居世界首位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8月14日,

《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还在摸萌萌

的“憨敦敦”？小心感染鼠疫！》的报道。

盛夏时节，高原草原一碧万顷，四五

名游客围在三只旱獭身边，轮流伸手喂

食饼干、西瓜等食物。有游客上手抚摸，

旱獭也不抗拒，甚至“一脸享受”……

近年来，这种与旱獭亲密接触的画

面，在自媒体平台屡登热门，评论区频现

“真可爱”“想摸摸它”等言论。对不少游

客而言，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

可在专业人士看来，鼠疫的主要宿主动

物居然成为“流量密码”，这样的邂逅充

满了危险。

可爱“萌宠”暗藏鼠疫风险

喜马拉雅旱獭，又称土拨鼠，因其四

肢短粗、憨态可掬的形象，成为网络新晋

“萌宠”，被部分网民贴上“圆滚滚”“憨敦

敦”的标签。

然而，作为鼠疫疫源地的主要宿主动

物，旱獭身上潜藏着我国甲类传染病——

鼠疫。据了解，鼠疫是人兽共患的自然疫

源性疾病，毒力强、传染快、病死率高。

随着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包括旱獭在内的各类野生动物种群数量

逐年增多。我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中，旱

獭的分布区是最为活跃的鼠疫疫源地，

也是我国动物和人间鼠疫流行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梳理发现，2013年

至2023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通报显

示，鼠疫在个别地区呈散发或突发状态。

多起鼠疫疫情与人类接触、食用旱獭有关。

2009年7月30日，青海省某地发生

一起人间鼠疫疫情，造成3人死亡，共有

患者12人，疫源是一只野生旱獭；2012

年9月，四川省某地村民食用一只旱獭后

感染鼠疫死亡；2014年7月，甘肃省某地

牧民误入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

放牧后确诊鼠疫；2023年8月7日，内蒙

古某地报告1例鼠疫确诊病例，相关部门

称该病例接触野生动物导致感染……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鼠疫预防

控制科研究员马英表示，旱獭、鼠兔等野

生动物体表寄生虫都携带了很多细菌和

病毒，如果人类不去主动接触它们，病毒

只在动物之间传播，如果主动接触，那么

发生传染性疾病的概率会大增。

马英表示，在青海，旱獭和鼠兔栖息

在同一生境当中，鼠兔为了躲避天敌，经

常会钻入旱獭洞内躲避，鼠兔就很容易

沾染上旱獭洞内的游离蚤，所以接触旱

獭、鼠兔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会让人类暴

露在传染危险中。

鼠疫宿主化身“流量密码”不可取

尽管接触旱獭会面临感染鼠疫的风

险，但在部分自媒体平台上，旱獭相关的

内容仍屡登热门。

一些游客分享的视频中，游客抚摸

旱獭并投喂饼干，甚至嘴对嘴投喂食

物。此类内容往往因其内容猎奇、画面

“可爱”，获得较高的浏览、点赞，甚至成

为一些博主的“流量密码”。

记者在互联网平台检索“呆萌土拨

鼠”“超可爱土拨鼠”等关键词，可以看到

大量有关旱獭的内容，有人近距离投喂，

还有人用手抚摸。不少网友评论称“旱

獭好可爱，我也要摸”“去哪里找，我也想

去看看”“我以前抓过，毛茸茸的”“据说

肉质很美味”。更有网友认为，和旱獭亲

密接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体现。

多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通告

称，旱獭所携带的菌株是我国已发现的

菌株中致病力最强、最容易导致死亡的

菌株。接近、投喂、触摸旱獭非常危险，

也不能在旱獭洞周围坐卧休息。为了最

大限度降低人间鼠疫疫情，近年来，青海

省多地对旱獭密度调查超过国标的地区

开展保护性灭杀。

此外，过多的人为干扰，会改变旱

獭、鼠兔的生活习性，存在影响鼠疫防控

的风险。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

草原站站长仁青卓玛说，人为经常性接

触动物，它们自然而然就不再怕人，对鼠

疫防治效果也有负面影响。

严格管理疫源，规范网络传播

我国鼠疫防控工作经过长期的实践

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完善

的疫情监测、疫情报告系统，具备了快速

的鼠疫诊断技术，获得了成熟的鼠疫救

治手段。人间鼠疫目前虽然属于散发状

态，但依然应当及时提升应对能力，消除

潜在隐患。

目前，青海、甘肃已制定实施《青海

省鼠疫防控条例》《甘肃省鼠疫预防和控

制条例》，以立法形式规范鼠疫防控工

作。专家认为，鼠疫防控既是一项重大

公共卫生工作，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和现实的民生项目，地方政府应严格按

照《防控条例》规定，进一步加强猎捕、饲

养、交易旱獭等鼠疫疫源动物的打击力

度。旅游部门及从事旅游经济活动的经

营单位要加强对游客的科普宣传，阐明

其中风险，

对于游客而言，不接触旱獭或者其

洞穴，更不参与投食、喂食，也不捡拾或

者食用其尸体，是避免感染鼠疫的前

提。人与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

不打扰它们，遵循自然规律。避免主动

接触野生动物，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存空

间，保持安全距离。

此外，受访专家认为，由于社交平台

具有广泛传播、交互性强等特点，接触旱

獭、鼠兔等行为极易形成示范效应，社交

平台自身也应加强内容审核机制，定期进

行内容核查，确保平台减少传播此类危险

行为误导公众的内容，避免接触旱獭、鼠

兔等行为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误导公众。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高蕾）
记者14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

近日联合印发《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

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服务类社会

救助试点，推动实现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

救助向“物质+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方案要求，试点工作要聚焦困难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有需要的低收入人

口提供有针对性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

关爱服务；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强

化政府主体责任，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准确评估

低收入人口救助服务需求，精准对接各

类政策和资源；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立足各地实际，聚焦基本服务需求，

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

方案明确，试点任务包括建立服务

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体系，常态化开展

需求摸底排查；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清

单，统筹兼顾已有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和

制度，合理确定服务项目和基本内容；构

建救助服务网络，协同各方资源，丰富服

务类社会救助供给；建设服务类社会救

助工作阵地，为组织实施救助服务提供

平台支撑；建立资金多渠道保障机制，推

动服务类救助工作持续有序开展；健全

监管机制，加强项目前期立项、中期实

施、后期验收评估等全过程监管。

方案提出，试点地区要用一年左右

时间建立“动态监测、需求评估、资源

匹配、精准服务、监管有力”的服务类

社会救助运行机制，健全覆盖城乡、多

元供给、平台支撑、运行高效的救助服

务网络，形成资源有效整合、供需精准

匹配、流程标准规范、成效可感可及的

服务类社会救助格局。

两部门部署开展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

还在摸萌萌的“憨敦敦”？小心感染鼠疫！

在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只喜马拉雅旱獭正在进食。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