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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4年，中国再度申报世界“双遗产”
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

中新社海口6月
10日电 (记者 王晓
斌)海南省林业局副
局长李新民10日在海
口举行的2023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题宣传活动开幕式
上宣布，海南省已正
式启动“海南热带雨
林和黎族传统聚落”
世 界 文 化 与 自 然 双
遗产(简称“海南‘
双遗产’”)申报工
作。这是1999年武
夷山入列世界“双遗
产”以来，中国时隔
24年再度申报。

截至2023年，全
球 范 围 内 有 3 9 项 世
界 “ 双 遗 产 ” ， 中
国占4项，分别是泰

山 、 黄 山 、 峨 眉 山 -
乐山大佛、武夷山。
泰山是中国也是世界
上第一个自然文化“
双遗产”，于1987年
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
遗产名录”。1999年
12月，在世界遗产委
员会第23届会议上，
武夷山顺利通过遴选
标准，成为中国目前
最“年轻”的世界“
双遗产”。

依据《保护世界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公
约》之主旨，“双遗
产”是指兼具自然与
文化之美的代表。海
南岛拥有丰富多样的

自然资源和不同历史
时期的文化遗存，“
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
传统聚落”作为其中
典型代表，2022年4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
世界遗产预备清单。

中国国家林业和
草 原 局 ( 简 称 “ 国 家
林 草 局 ” ) 世 界 遗 产
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刘保党深度参与了海
南“双遗产”相关工
作。“如果这次申报
工作顺利，那将是时
隔二十多年后，在世
界遗产领域，中国对
世界的又一次重大贡
献，这种贡献建立在
文化和自然融合、人
与自然和谐进步的国
际背景下。”刘保党
说，“海南热带雨林
和黎族传统聚落”项
目目前已进入编制申
报材料、开展相关配
套工程的关键阶段。

海南“双遗产”
申报工作技术团队由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
学 院 副 教 授 宋 峰 领
衔。宋峰10日接受中
新 社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中国当前的世界
遗产大都是在原有的
自然保护地基础上诞
生 ， 在 海 南 “ 双 遗
产”申报工作中，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是重要基础，也是极
大优势。

据介绍，海南热
带雨林是中国生物多
样 性 分 布 最 集 中 、
保 存 最 完 好 、 连 片

面积最大的雨林生态
系统，是全球生物多
样性分布热点地区之
一，也是重点鸟区集
中地和零灭绝联盟保
护地。黎族传统聚落
的村落形态及建筑，
反映出黎族人民不断
适应自然环境条件，
并与自身生产生活的
需要相融合的特点。
黎族人民传统的土地
利 用 方 式 ， 形 成 了
山、林、草、田镶嵌
的多样化生态环境，
为一些特有物种提供
了 独 一 无 二 的 栖 息
地，形成了海南岛传
统人居环境下特殊的
生命共同体。

“中国的世界遗
产事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在世界遗产
申报、保护、管理和
利 用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
地管理司二级巡视员
袁小虹介绍，目前中
国已拥有56项世界遗
产，总面积超7万平
方公里，有效保护了
一大批珍贵独特的自
然文化遗产资源，维
护了生物多样性和文
化丰富性，为全球世
界遗产事业发展贡献
了中国经验和中国力
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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