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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 

“防治荒漠化”世界日致辞 

2015 年 6 月 17 日 

“汗滴禾下土，收获盘中餐。” 

2015 年“防治荒漠化”世界日的主题强调世界干旱地区及其所承载的人

口的脆弱性。 

2000 年以来，我们在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这

些挑战在发展中国家的干旱地区依旧严重和持久，由于自然进程和人类活动，

那里的降水量很低。 

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它需要可持续的粮食系统，

而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又依赖于由研究、教育和使用适当技术所支持的可持续的

生态系统管理。寻求长久之计是确保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成功的主要挑战。

所有这些问题是 12 月即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一次缔约方大会（COP21）的核心。 

教科文组织支持各国政府在各个领域加强复原力，抵御荒漠化的影响。

四十年来，我们通过我们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和国际水文计划等科学计划为全球

防治荒漠化的努力做出了贡献。此项工作包括长期的调查、监测和实地活动。

教科文组织荒漠化问题大学教席正在全世界开展合作，推动干旱地区研究和技

术创新培训，以改善干旱地区资源的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教科文组织领导了最

近在乍得湖盆地的一项促进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恢复的行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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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个国家的五十多个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包括了干旱地区的生态系统。

其中某些保护区，如南摩洛哥绿洲、中国的浑善达克沙地-锡林郭勒生物圈保

护区和约旦的 Dana 生物圈保护区在防治荒漠化和促进新的、基于社区的干旱

地区农业经济方面积累了丰富扎实的经验。正如教科文组织在 2015 年博览会

期间所举办的“粮食可持续性背后”展览所揭示，人口、粮食和环境以及与文

化和自然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今天至为重要。 

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对粮食安全、稳定与和平构成了威胁。对此，我们必

须快速、坚决、在多条战线行动起来。它不仅关系到受直接影响的人口，而且

在世界各地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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