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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深圳國資委派定心丸
萬科港股A股齊漲

掃碼睇文

周末滑板節邀您睇
奧運得獎選手來港表演

掃碼睇文

珍愛紅樹林守衛我們的未來
全球商報聯盟發布國際紅樹林生態保護深圳倡議

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深圳市政府新聞辦主任吳筠（右三），深圳報業集團社長、香港商報社長、香港經濟導報社長丁時照（左三），加拿大商報社長門宗偉（右一），歐洲
新僑網社長吳志芬（右二），深圳市壩光自然學校榮譽副校長馬海鵬（左一），深圳全球傳播大使Matteo Convertino（左二）共同發布《國際紅樹林生態保護深圳倡議》。

【香港商報訊】記者楊琪報道：昨日，兩位
深圳全球傳播大使來到發布會現場，與嘉賓分享
了他們與深圳這座城市的環保故事。

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副教授 Matteo
Convertino先生，是來自意大利的生態保護專
家，他對深圳沿海岸線的生態環境持續觀察了
多年。

Convertino 先生將紅樹林稱為 「關鍵的生態
環境工程師」，它對維持生態系統健康運轉具
有重要作用，例如為多種海陸間生物提供棲息
地、防止海平面快速上升、維持生態平衡、固
碳等等。 「紅樹林的重要性取決於我們想要生
活在怎樣的城市中，我們應考慮人類當前應對
氣候變化的壓力。」他指，在全球變暖趨勢
下，海平面上升對深圳和大灣區將有嚴重影
響。據統計，20至30年的時間會使海平面比當

前高出2.75米。 「保護紅樹林就是保護我們的
未來。」他說。

另一位全球傳播大使、俄羅斯女孩Jane，現
就讀於深圳職業技術大學。Jane在俄羅斯大學
畢業後，通過工作機會來到深圳。 「我一到深
圳，就愛上了這裏！你可以在每一個角落都感
受到現代氛圍。」在深圳生活後，Jane發現深
圳有非常多的公園和綠地，為人們提供了遠離
都市喧囂的寧靜之地。她發自內心地讚歎說：
「深圳一直堅持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是城

市發展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典範，具有傑出的現
代生態意識。」

Jane一直積極參加深圳生態保護項目活動，
還擔任《Shenzhen Daily》一檔短視頻欄目的負
責人，該欄目主要講述綠色活力深圳如何為創
業者提供機遇的故事。

【香港商報訊】記者楊琪報道：作為環保志願者
代表，深圳市壩光自然學校榮譽副校長、深圳大學
生命與海洋科學學院客座講師馬海鵬昨與觀眾分享
了他從事紅樹林保護與環境教育工作十餘年的故
事。

馬海鵬說： 「深圳的紅樹林面積不算大，但很有
特色。」例如，福田紅樹林保護區是唯一一個位
於城市腹地的國家自然保護區，也是中國具代表
性、構成候鳥棲息生態的紅樹林地帶。深圳為保
護紅樹林，做出了道路建設改道、清理外來入侵
物種、向大眾進行 「禁止餵食野生水鳥」宣教等
工作。

馬海鵬說： 「深圳的生態保護工作十分超前，非
常具有示範意義！」去年，在深圳壩光濕地公園，
紅樹林裏發現了罕見物種白邊側足海天牛，它是能
依靠光合作用提供 「養料」的軟體動物。

港深雙城共同保護紅樹林
馬海鵬的故事也讓全球商報聯盟的媒體朋友產生了

強烈興趣。美國中華商報執行社長兼總編輯王曉群向
他提問：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希望能將雙城共同保
護紅樹林的成功經驗與外界分享。馬海鵬表示，深圳
一直積極向香港學習先進經驗，例如委託專業公益機
構管理紅樹林，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副總編輯吳義民問到，作為全球
候鳥遷徙路線中的重要中轉站，深圳如何保護候鳥遷
徙的生命通道？馬海鵬指，每年有將近10萬隻候鳥光
臨深圳，深圳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如劃定禁漁區方便
鳥類捕食，定期提前關閉濱海公園燈光為候鳥營造良
好休息環境等。在民間，也有大量自發護鳥行動，例
如騰訊大廈上個月將整個辦公大樓張貼了鳥類防撞
膜，讓大樓變成全國首棟 「鳥類友好型建築」。

全球商報聯盟國際紅樹林生態保護深圳倡議全球發布活動現場。

馬海鵬：深圳生態保護實踐十分超前聽全球傳播大使說深圳環保故事

紅樹已成深圳生態文明亮麗名片
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深圳市政府新聞辦主任吳筠

盛讚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她在致辭中表示，多
年來，深圳一直致力於科學提高紅樹林生態系統質量，
積極探索紅樹林自然生態的可持續保護模式。不同於隱
匿在 「荒遠灘塗」的紅樹林，深圳紅樹林是距離超大城
市核心城區最近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今年9月，全球
首個國際紅樹林中心正式落戶深圳，以此為契機，深圳
率先開展碳匯項目開發與交易，設立紅樹林生態保護慈
善信託。紅樹既是深圳的第二市樹，也已成為深圳生態
文明建設的一張亮麗名片。

藉倡議推動全球紅樹林保護
深圳報業集團社長、香港商報社長、香港經濟導報社

長丁時照與參會嘉賓分享了深圳紅樹林背後的暖心故
事。他說：紅樹林是 「海岸衛士」 「海洋綠肺」，是深
圳精神的文化象徵。紅樹林守護鳥兒的家園和背後的
城市。感恩的深圳人，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紅樹林，並
開啟了 「無限期」的生態修復。有人為它人工補種，街
道為之拐彎，民眾天天來看望守護。深圳的紅樹林和海
灣對面的香港米埔保護區的紅樹林如並蒂蓮花，雙星閃
耀。

丁時照表示，全球商報聯盟目前有 60 多家成員機
構，遍布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一屆首次實現了五大洲
全覆蓋。全球商報聯盟人都是一群熱愛自然的人，都以承
擔社會責任為己任，是一群最可愛的人。全球商報聯盟此
次發出深圳倡議，就是為了吸引世界上更多的人加入到紅

樹林生態保護的行動中，藉以推動全球紅樹林整體保護。

媒體訪紅樹林驚歎「市內桃源」
在同期啟動的深圳行採訪活動中，這些來自五洲四海

的媒體社長、總編親自探訪了深圳灣紅樹林，親眼看到
朝陽與眾鳥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紅樹風采，親身感
受到四面紅花三面海、半城自然半繁華的紅樹景觀。

在發布會現場，偌大的電子顯示幕上同步展示香港
商報對深圳灣紅樹林 「雲上慢直播」的畫面：秋光暖陽
裏，無數隻鳥兒自由自在地在海灘上漫步、覓食，在紅
樹林上空飛翔、盤旋，盡享深圳灣暖風的愜意與海浪的
輕盈。如同一首和諧的生態交響曲，充滿了深圳之美、
自然之趣……

這些如詩如畫般的景致深深感染了媒體朋友，讓他們
無比陶醉，又十分震驚。美國中華商報社長蘇子涵表
示： 「沒想到深圳這座國際化大都市裏藏這麼美麗的
風景，就像 『市內桃源』一樣，深圳如此大力保護生態
環境讓我深感震撼。」菲律賓華商縱橫傳媒社長黃棟星
說： 「在這裏看到各種美麗的水鳥，這是一次自然親近
的絕佳機會。深圳的生態保護工作令人印象深刻。」

精彩深圳展示中國現代化實踐
連續兩天的採訪活動，讓世界華文媒體深刻感受到了

深圳的活力與魅力、精彩與美好，他們紛紛表達了對深
圳的喜愛之情。

吳筠熱烈歡迎世界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參訪深圳。
她表示，深圳是一座奇之城、創新之城、未來之城。
作為承擔粵港澳大灣區、先行示範區等眾多國家戰略
的城市，在世界聚光燈下，激情燃燒、火熱輝煌的創新
實踐歷程和業績，積累了大量豐富生動鮮活的城市故
事，是新聞報道、城市行銷的豐富寶礦。講好深圳故
事，就是講好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就是講好中國式現
代化精彩實踐的故事。她希望媒體朋友深入挖掘深圳的
城市內涵和特質，推出更多高質量的宣傳報道作品，向
全世界講好深圳故事、中國故事，讓世界從這裏更好讀
懂中國，讀懂中國式現代化，助力賦能全世界文明交流
互鑒。她還特別祝賀全球商報聯盟第九屆理事會的產
生，希望聯盟以此為新起點，互通互融，合作發展，希
望華文媒體傳播力影響力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頻共
振，為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推動優秀中華文化
走出去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豔瓊、童越報
道：昨天下午，來自世界五大洲23家華
文媒體的社長、總編輯，與深圳全球傳
播大使代表、紅樹林生態保護人士代
表，相聚在深圳深業上城 「城市雲客
廳」 ，共同發布《全球商報聯盟國際紅
樹林生態保護深圳倡議》，為保護人類
的共同家園傾情奉獻媒體聯盟的愛心與
力量。

自然生態是全人類共同的家園。今年 9
月，全球首個國際紅樹林中心正式落戶中國
深圳。這既是一份榮譽，也是一份責任。今
天，全球商報聯盟的媒體成員相聚在此，向
全球發出國際紅樹林生態保護倡議，貢獻媒
體聯盟力量。

珍愛紅樹林，守衛人類的未來。紅樹林保
護需要成為一種公眾的理念。我們倡議加強
科普教育，完善生態立法，讓公眾了解並參
與到保護紅樹林這項偉大事業中來。

全球紅樹林正在面臨退化和縮減的生態風
險。我們倡議加強執法監管，全力保護紅樹
林生態資源系統，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紅樹林保護需要更多市場化運作。我們倡
議大力宣傳碳匯價值，推動生產生態產品的
開發與利用，助力全球藍碳交易市場的形成
和發展。

全球紅樹林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倡議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促進全球紅樹林保護修
復及合理利用。

紅樹林保護需要不斷提升生態保護效能。我
們倡議社會各界聯合起來，不斷創新科學理念
與方法，共同探索紅樹林生態保護的新路徑。

珍愛紅樹林，守衛人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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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圖片由記者何龍、李溪、吳志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