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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委员会第 26次会议 

开幕式上的致辞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刘东生 

（2022 年 10月 3 日 罗马） 

 

尊敬的屈东玉总干事， 

尊敬的哈尔格罗夫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很高兴与各位在罗马线下相聚，参加联合国

粮农组织林业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在此，我谨代表中

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向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在座的各位同仁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关心和

支持中国林草事业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

性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如何建设一个更好的疫情后

绿色世界成为当今全球面临的迫切议题。回顾 2020

年，林委会第 25 次会议以线上方式召开，与会代表克

服疫情的不利影响，就全球林业发展和森林治理议题，

尤其是森林和林业如何支持疫情后的绿色复苏，贡献

了各自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林草事业发展。

习近平主席每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强调森林是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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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钱库、碳库，林草兴则生态兴。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引领下，林草部门积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

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等林草生态建设工程，

着力提升森林质量。全面推行林长制，省市县乡村五

级林长近 120 万名，全国有 421 名省级领导干部担任

林长。建成了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实现了林草资

源“一个体系”监测、“一套数”评价、“一张图”

管理。森林火灾受害率和草原火灾受害率分别稳定在

0.9‰和 3‰以下。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森林面积已达 2.3 亿公顷

（34.6 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森林蓄积量

达到 194.93 亿立方米。人工林保存面积 0.87 亿公顷

（13.14 亿亩），居世界第一位。森林面积和森林蓄

积量连续多年保持“双增长”。全国林草植被总碳储

量达到 114.43亿吨。 

中国政府持续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使我国 90%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

65%的高等植物群落、85%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得

到有效保护，并设立了大熊猫等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

积极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和木材非法采伐。探索

推进疫情形势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经济发展，推

动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不断加大沙化荒漠化防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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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1850 万公顷，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面积达到 177 万公顷，提前实现到 2030 年土

地退化零增长目标，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

缩减”。充分挖掘和发挥林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

草产业，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2021 年实现林业总产值超过 1.2

万亿美元，带动 3000 多万农民就业增收。我们通过持

续不懈的努力，在全球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做出了中国贡献。 

中国政府致力于加强林草领域的国际合作，助力

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截止目前，已与

8 个国家签署政府间林草合作协议 14 个，与 59 个国

家签署部门间林草合作协议 95 个。中国在国际合作中

受益，同时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今世界是命运与共的地球村，面临气候变暖、

极端天气、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生

态危机。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以上问题，尤其是森林    

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占国土面积 30%

以上的沙化、荒漠化土地需要持续治理，生态文明建

设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林草国际交

流与合作，在生态建设、资源保护、荒漠化防治、森

林经营、林草碳汇、产业发展等方面推动信息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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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共享和互学互鉴，为建设一个生态良好的地球村

做出应有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年 6 月召开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中国政

府宣布将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

并建立“全球森林可持续管理网络”，为实现疫情后

全球绿色复苏、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提

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政府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懈努力。 

最后，预祝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