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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球，恢复土地，动员人民。 

这便是 2016 年“防治荒漠化”世界日的主题。 

作为遍及全球的现象，荒漠化制约资源的可用性和可持续性，影响世界范围内九

亿人口的生计，占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全球威胁的三分之一。 

它不仅是干旱地区的威胁，也是非干旱地区的威胁：包括集约耕作、森林采伐

（用以提供燃料和木材）和过度放牧在内的土地开发过度的行为，已将片片沃土变为

不毛之地。 

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大风、洪涝及气候失调——让情况雪上加霜，并带来

了恶性循环的新诱因。 

正因为事关重大，实现制止土地退化的目标才如此重要。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的这项具体目标 15.3，旨在保持进而增加健康、肥沃土地资源的数量。 

实现这一新目标需要公众的参与。 

以此精神为指导，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水文计划及全球可持续发展

教育行动计划都从各自的角度，在可持续土地管理实践和农林业、发展绿色经济、负

责任消费以及恢复生态系统方面努力促进人们的参与。 

荒漠化并非总是不可逆转。土地恢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如 2016 年 3 月在利

马召开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所强调的，教科文组织决心不遗余力地为重建我们的

生态系统而努力。 

荒漠化是全球威胁，需要全球行动——这必须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深化承诺，

保护全人类共有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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