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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纽约联合国大会（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ＵＮＧＡ）一致通过决

议，宣布２０２６年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Ｙｅａｒｏｆ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ｔｓ，ＩＹＲＰ）。国际

草原与牧民年旨在提高全球范围内对健康草原与可持续草原畜牧业（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效益贡献和知识创新

方面的认识。同时，倡导加强畜牧管理部门的能力建设和执行力，并增加对这些相关部门和领域的投

入，如退化草原恢复、牲畜健康和繁殖、改善土地管理、公平的市场准入、保健与教育服务和解决冲突等。

其最终目标是促使草原和牧民在应对气候危机、减少贫困、生物多样性危机管理、发展可持续粮食系统

以及帮助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ｓ，ＳＤＧｓ）的一系列政策制定中占

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国际草原与牧民年的作用正是帮助牧民和科学家在这些辩论中扩大草原和牧民

的价值。这无疑对全球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草原的巨大价值以及牧民对全球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贡献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因此，通过国际草原与牧民年期间的一系列活动，使全球认识到草原和牧民的生态、生

产和生计价值与贡献并达成共识，以促进各国及其之间在科学研究、技术交流、行动方案和政策立法等

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助力国家、区域和全球草原畜牧业生产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草原和牧民年

将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牵头实施，蒙古国负责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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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设立国际草原与牧民年的意义

国际年是由联合国通过指定一个特定年份，作为

促进人们提高对某一特定主题的认识并开展相关活动

的时间。例如，２０２２年被指定为山区可持续发展国际

年，２０２４年被指定为国际骆驼年等。

草原［１］是指用于放牧或有可能被放牧的土地，其

着生的植物主要是禾草、类禾草植物、杂类草或灌木，

是可以用作饲养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态系统。一

般来说，作为畜牧业生产基地的草原，包括了多种植被

类型，例如温带草原：含欧亚斯太普草原（ｓｔｅｐｐｅ）、北

美普列里草原（ｐｒａｉｒｉｅ）、南美潘帕斯草原（ｐａｎｐａｓ）、非

洲外尔德草原（ｖｅｌｄｔ）等；热带草原：含非洲、亚洲和大

洋洲的稀树草原（ｓａｖａｎｎａ）、南美洲东北部兰诺无树草

原（ｌａｎｎｏｓ）和南部塞拉多草原（ｃｅｒｒａｄｏ）等；此外，还包

括了草甸、疏林、灌丛、荒漠、冻原、高山群落和沼泽等

植被类型。

牧民［２］则是在草原饲养家畜或野生动物的人，包

括牧场主、游牧民和传教牧民。国际草原与牧民年

（ＩＹＲＰ）还将关注其他草原用户，如猎人、采集者、农牧

民和渔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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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陆地表面一半以上为草原所覆盖［２］，草原是

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其植被主要由天然草本植物和

灌木等组成，供牲畜与野生动物放牧和栖息。草原的

生产能力及其环境健康对５亿多牧民的生计、食物安

全、文化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２］。同时也通过健康廉

价的动物产品、旅游业、区域水土保持、野生动物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及可再生能源等有形和无形产品，为数

十亿非牧民人群提供服务。因此，草原生态系统对全

球生态、生产与生计安全贡献巨大［３］，并且无可替代。

当今世界正受难以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有７亿

多人（约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正在遭受饥饿威胁，

１００万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
［２］，因此，建立可持

续发展的草原及草原畜牧业生产系统尤显重要。

在过去的百年尺度上，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是受关

注和保护最少的生态系统，牧民更是遭受了许多不公

正的待遇，如传统放牧区被剥夺，迁徙路线受阻等。然

而，面对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如何使这些社区继续生

存，并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成为草原可持续发展的

强大后盾，正是草原与牧民年所要努力的方向。牧民

作为草原的管理者，他们在维持和增加生物多样性以

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证明，与具有巨大碳足迹和水足迹的工业化

和集约化畜牧业生产系统相比，草原畜牧业生产系统

中这些足迹几乎为零［２］。由草原维系的草原畜牧业系

统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碳汇。因此，采用可持续理念

管理草原畜牧业对于缓解气候变化至关重要。草原畜

牧业主要依靠原生的天然草原从事牧业生产，是一种

几乎不需要化石燃料能源的生产系统［２］。放牧也有助

于防止草原火灾，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地表植物，避免

了燃料源的积累。因此，草原畜牧业是一种自然友好

型的家畜生产系统，能在高度多变的条件下，不断优化

系统生产效率与资源可持续性之间的动态平衡。

因此，通过举行ＩＹＲＰ的一系列活动，使世界上更

多的人们（特别是决策者）认识到草原和牧民的巨大价

值，更好地了解他们如何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为环境、经

济、社会和文化做出的贡献并达成共识，从而促进各国

本身及其之间在科学研究、技术交流、行动方案和政策

立法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助力国家、区域和全球草原

畜牧业生产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做出贡献
［４］。

２　国际草原与牧民年活动主题

对于世界各地的草原和依靠草原生存的牧民来

说，相同的主题能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但它们在特征

和动态方面又具有较强的多样性。因此，如果只设定

单一主题不足以代表全球草原畜牧业系统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尽管该系统存在纷繁的多样性，但仍能通过

聚焦形成１２个主题，对应到国际年的每一个月。这些

主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不仅具有广泛的共性，且对

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经国际草原与牧民年国际支持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Ｇｒｏｕｐ，ＩＳＧ）充分协商和讨论，

对应全年的１２个月拟议了相应的活动主题。虽然每

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ＩＹＲＰ期间开展

活动的内容、时间和范围，但基于１２个月主题的全球

协调框架将有助于提出具有广泛共性的问题和建议，

突出重点和热点话题，得出草原畜牧业全球性类似问

题的解决方案。

２．１　选择主题的原则

２．１．１　有助于加深对草原和牧民的认识　各国对牧

民的认知不同，但总体而言，牧民被认为是生活在气候

干燥、多沙尘荒漠中的游牧民或牛仔。基于全球草原

生态系统和牧区文化的多样性，国际草原和牧民年的

活动和庆祝方式也应不同。

２．１．２　有助于对草原畜牧业知识的挖掘与创新　过

去二十多年来，随着人们对草原和牧民了解的不断深

入，有效提升了家畜迁移对草原生产和保护的价值、土

著居民和地方知识体系价值、有机畜牧产品价值、草原

动态变化，以及许多其他快速发展与管理理念创新方

面的认识。

２．１．３　有助于关注全球各发展阶段的牧民　目前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牧民群体仍然在为摆脱贫困而努

力，公平对待而抗争；而发达国家的许多牧民正面临着

传统家庭式生产模式的逐步消失，以及维系有机农牧

业的挑战。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于牧民来说享有各种

可持续的服务项目（卫生、教育、能源、兽医投入、贸易

和政策等），都应该通过有效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得以实

现和逐步完善。

２．１．４　有助于通过１２个主题均衡覆盖草原与牧民全

领域问题　１２个月的主题将能均衡地反映全球环境、

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等与草原和牧民紧密相关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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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并结合当月对应的国际／世界日，系统和全面

地将世界范围的草原及与之相关的现存问题有序地提

出，促使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全面、系统地关注和解决

这些问题，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基于上述４个原则，表１归纳了每个月的主题、问

题和关键信息。第一列将“主题”按月进行匹配，并结

合了当月对应的国际／世界日。“相关问题描述”和“关

键信息示例”专栏描述了关键问题和关键信息。在“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一栏，则将该月的主题、问题

和关键信息与联合国２０３０年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表１　国际草原与牧民年各月主题与问题及关键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１２犿狅狋犺狊狋犺犲犿犲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狉犲犾犲狏犪狀狋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犠狅狉犾犱犇犪狔犪狀犱狋犺犲犽犲狔犻狊狊狌犲狊狅犳犿犪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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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题 相关问题描述 关键信息示例
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关联

１月

什么是草原？

什么是牧民？

草原 和 牧 民

的重 要 性 及

其作用

　　草原及其多样性，草原分布，草原类型

划分标准（欧亚草原、北美草原、南美塞拉多

草原、热带草原等），草原景观，草原所能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草原保护，草原评价等

牧民、草原畜牧业系统和土地利用模式

及其多样性，哪些人属于牧民，他们居住在哪

里，他们主要放牧哪些动物，他们的生计类型

奇异的草原景观－艺术、山脉、岛屿／海

岸地区

挑战：草原退化、土地遗弃或忽视、气候

干旱、丧失生计

亮点：草原管理的可行案例。

　　提高社会对草原与牧民的

了解与认识。各国都拥有草原

和牧民，但可能称呼不同

草原畜牧业不是回归过去，

而是面向未来的一种可持续发

展的方式

牧民：可持续生活方式，但

生计可能面临威胁

草原资源富饶，景色宜人，

但面临退化的威胁

对于可持续的草原和草原

畜牧业系统，世界各地有许多分

享的案例

ＳＤＧ１５

ＳＤＧ１

ＳＤＧ２

ＳＤＧ１０

２月

（２月２０日是

世界 社 会 公

正日）

牧民 与 草 原

的关联；

确保 牧 民 能

进入草原

　　确保土地和水资源分布均衡；牧民具有

适当利用资源的权利。制定适当的政策以

利于平衡发展；平衡私人和公共权利；平衡

牧民和农民的利益。确保牧民能进入草原

对游牧民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展示世界

各地对土地使用和土地所有权的案例

季节性轮牧／游牧：可能发生于国与国

之间、地区与州之间或县与县之间，是什么？

为什么？家畜游牧对野生动物、生态系统、粮

食生产、饲料生产和牧民生计都有重要意

义；家畜游牧在减少，草原在退化，如何扭转

这种趋势？

在许多国家，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

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改善管理对于集体／

公共草原的保护是必要的。干旱区的公共

或集体土地对于维持穷人的生计至关重要

挑战：公地私有化，规则执行，农民、牧

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冲突

亮点：草原使用权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共同管理和良好治理的案例

　　家畜游牧有助于保护生态

系统和改善牧民生计

旱地最好用于家畜放牧而

不是耕种

对于不同草原生态系统，应

采取不同类型的放牧模式

家畜的游牧需要大而多样

的草原类型和景观

集体或公有草原必须达到

一定规模

现代法律体系必须能解决

家畜游牧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冲

突的方案

人口较少的大片草原地区

往往缺乏政治影响力

ＳＤＧ１

ＳＤＧ１０

３月

（３月８日是

国际妇女节；

３月２０日是

世界水日；

牧民 的 服 务

与资源获取

　　增加牧民获得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

机会；改善偏远地区和游牧人口的就诊条

件；增加其获取充足健康食物的机会；改善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改善牧民的信贷和保

障计划；改善牧民妇女获得服务和资源的机

会；改善牧民的政治代表权力和生计多样化

强调家畜用水的注意事项；如何解决放

牧家畜的用水问题

改善营销基础设施及完善屠宰场分布；

增进通信能力；改进运输基础设施

挑战：采用适当的发展策略，促进草原

和牧民产品的商品化率

亮点：对牧民有效服务案例

　　确保社会公平；确保服务公

平；确保牧民的公平发展

加强对草原和草原畜牧业

的投资；为牧民提供新的服务途

径，包括使用互联网，可再生能

源和其他新技术等

牧民拥有一些＂老方法＂，可

以帮助解决当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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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时间 主题 相关问题描述 关键信息示例
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关联

４月

（４月２２日是

国际 地 球 母

亲日）

　 　 草 原 韧

性和 有 韧 性

的草原文化

草原、草

原畜 牧 业 和

气候变化

　　了解气候变化对草原和牧民的预期影

响；需要广泛研究草原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效

应，如放牧与集约化系统对比等。通过草原

恢复和改良，增加草原的碳汇；减少草原生

态系统脆弱性，提升其恢复能力。研究有效

措施应对极端气候事件

　　气候变化会影响草原；牧民

是气候变化的见证者；正确认识

关于温室气体和家畜的争论；恢

复退化草原，减少大约１０％ 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应对气候变

化做好准备

ＳＤＧ１３

５月

（５月１０日是

世界候鸟日；

５月２２日是

国际 生 物 多

样性日）

草原 生 物 多

样性、生态系

统服 务 和 草

原畜牧业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价值；保护

受威胁的生物群落和物种，包括阻止外来入

侵物种、控制过度捕猎、关注栖息地丧失，保

护家畜、野生动物和草原植物的遗传资源

防止破坏生态系统，确保景观连通性，

加强牧民交流，建立野生动物廊道

保证在草原上可持续地采集野生食品，

改善粮食安全和族群营养

增强牲畜和野生动物的相容性，展现保

护区、娱乐区以及公共区、社区和私人保护

区的可行的案例

促进草原旅游业和草原保护，增加牧民

的旅游收益；鼓励和国家自然保护公园的利

益分享计划；在保护本土知识产权的同时，

促进本土产品商业化机会

　　草原作为自然资源，基于其

上的草原畜牧业发展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可以相得益彰。植物

和动物多样性衍生出文化多样

性

认识草原的高价值生态系

统服务，如丰富的草原产品，草

原的原生态收益等

ＳＤＧ１５

６月

（６月１７日是

防治 荒 漠 化

和干 旱 世 界

日；６月５日

是世 界 环 境

日）

草 原、牧 民、

土壤、水和土

地利用

　　认识草原的多用途性，如放牧等；为什

么放牧是草原最佳的利用途径？管控草原

的矿物开采、薪柴利用以及其他用途

解决土地退化问题，在干旱频繁发生的

旱区，需要可持续解决饮水方案

草原常常被认为是“荒地”，而成为垃圾

场；在土地用途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防止草

原被侵占

　　牧民了解并适应旱地

草原不是荒地

草原具有多种用途

ＳＤＧ１５

７月

（７月１１日是

世界人口日）

畜产 品 特 色

及其 可 持 续

消费

　　由于人口增加以及中产阶级崛起导致

肉类需求增加；增加草原生产牛奶和肉类产

品的多样性；强调畜产品的安全性和健康

性；了解产品的独特性，如骆驼奶在改善糖

尿病患者方面的作用

推广草原食品和纤维制品；可持续地使

用皮毛和其他家畜／野生动物产品。了解草

原产品如何为人类营养，健康和卫生做出的

贡献

加强草原畜牧业贸易和市场监管，如防

止驴的非法交易、偷牛和其他非法活动

　　源于草原的绿色和有机畜

产品；通过公平贸易获得畜产品

草原本土食品案例

ＳＤＧ１２

８月

（８月９日是

世界 土 著 人

民国际日）

土著 牧 民 和

当地知识，文

化与创新

　　对当地知识和价值观的了解，关注文化

多样性和文化遗产保护；土著居民及其权

利，了解土著知识和土地管理方式。传统而

有效的家畜游牧解决方案实例

长者的智慧，重视长者，保护语言、习俗

和传统，重视以传统知识，牧民创新为基础

的新思想；关注草原艺术和音乐

挑战：一些替代技术的负面影响；协调、

利用与保护当地知识

亮点：决策者如何越来越多地认识和重

视本土知识与创新

　　牧民对干旱的了解以及对

当地山川的新认识；山脉之声

（音乐）

ＳＤＧ１０

ＳＤＧ４

０４１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ＵＲＦ（２０２２）　　　　　　　　　　　　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续表１

时间 主题 相关问题描述 关键信息示例
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关联

９月

（９月２７日是

世界旅游节）

可持 续 草 原

畜牧业生产

　　认识家畜品种、草原畜牧业和畜群管理

以及相关工具和技术，如如何拥有健壮的畜

群和杂交品种等；饲料营养，健康养殖，动物

卫生和福利等；生产绿色环保动植物产品。

防治集约化养殖和半精养化养殖系统的污

染

在城市和牧区之间建立联系，鼓励促进

牧民收入的家畜／野生动植物旅游活动；畜

牧／野生动物健康及其联合管理

挑战：新型疾病，疾病控制，促进工业化

畜牧生产转变的政策

　　促进可持续生产系统；绿色

饲料、环保食品和纤维制品

确保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健

康

ＳＤＧ１２

１０月

（１０月 １５日

是国 际 农 村

妇女节）

牧民妇女

　　性别平等；重视妇女对经济、环境和文

化的贡献

妇女对草原畜牧业的看法和需求（参

与，赋权）。

妇女参与政治

挑战：妇女在基于社区的适应性土地管

理中是角色

　关注女性牧民，争取性别平

等；草原女性的生活；草原女性

领导者

ＳＤＧ５

ＳＤＧ８

１１月

１１月２０日

是环 球 儿 童

节）

青年牧民

　　关注牧区后代；重视青年对经济和环境

的贡献，青年对草原畜牧业的看法和发展需

求（参与，赋权），鼓励青年牧民创业。青年

牧民获得职业和专业培训的机会

鼓励和认可青年牧民协会；关注牧区青

年文化、艺术和音乐

挑战：外出移民，离开草原，青年人缺乏

发展机会

亮点：牧区学校和培训；牛仔竞技表演

和其他相关节日的专业化表演与竞赛；牧民

青年创新／创业等。

　　草原未来；牧民和草原畜牧

业的未来

牧民青年的进取和发展；培

养和保护下一代牧民

１２月

（１２月５日是

世界土壤日）

草原 和 牧 民

的可 持 续 发

展技 术 与 创

新

　　草原恢复和改良，如土壤改良技术；可

持续的水资源解决方案技术；可再生能源可

持续生产技术等

互联网和通信技术；风险保障创新；货

币流通方案；监督与管理创新

制定和完善教育和培训计划，为未来的

草原畜牧业发展储备知识和技能；促进未来

的创新和转型

　　牧民将传统的技术与现代

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形成草原新

知识和技术，创造草原和牧区的

未来

ＳＤＧ９

ＳＤＧ７

ＳＤＧ１７

（ＳＤＧｓ）进行了关联匹配。

所有国家应组织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讨论，

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完善和确定表１清单内

容，并进一步寻求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及建议，以便

为大众／社交媒体传递本国草原与牧民年的活动计

划信息。

３　犐犢犚犘漫长道路上的重要节点

３．１　工作完成的时间节点

２００８年，在中国内蒙古召开的国际草原与草地大

会提出了国际草原与牧民年的想法。

２０１１年，在阿根廷举办的国际草原大会上，提出

开展草原国际年和全球草原评估的倡议。

２０１５年，美国草原管理学会和草原伙伴关系支持

草原与牧民年倡议，为ＩＹＲＰ申请注入新的活力。

２０１６年，联合国第２次环境大会（ＵＮＥＡ２）通过

关于促进草原和草原畜牧业（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ｉｓｍ）以及对草原和草原畜牧业现状进行差距分析（ｇ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决议。

２０１６年，加拿大国际草原大会期间，制定行动计

划以支持ＩＹＲＰ，并成立“国际指导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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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助下，完

成了对草原和草原畜牧业差距分析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联合国第４次环境大会（ＵＮＥＡ４）通过

支持非洲组关于国际草原与牧民年倡议的决议。

２０１９年８月，蒙古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拟于

２０２６年举办国际草原与牧民年议案；为此“国际指导

组”改为“国际支持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Ｇｒｏｕｐ，

ＩＧＳ），全力支持蒙古国团队的申报工作。ＩＳＧ的主席

为ＪｉｍＯ’Ｒｏｕｒｋｅ（ｊｏｒｏｕｒｋｅ＠ｃｓｃ．ｅｄｕ），副主席为 Ｍａ

ｒｙａｍＮｉａｍｉｒＦｕｌｌｅｒ（ｍｎｉａｆｕｌｌ２＠ｇｍａｉｌ．ｃｏｍ）；并在美

国亚利桑那大学创办了ＩＹＲＰ网站和“网上摊位（ｏｎ

ｌｉｎｅｂｏｏｔｈ）以及线上档案（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ＣＯ

ＡＧ２７ｔｈ）通过蒙古国政府在２０２６年举行ＩＹＲＰ的提

案。期间该提案获得包括中国政府在内１６０多个组织

和５０多个国家政府的支持。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ＦＡＯ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６５ｔｈ）通过了ＩＹＲＰ提案。

２０２１年６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ＦＡＯ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４２ｎｄ）通过了ＩＹＲＰ提案。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联合国大会（ＵＮＧＡ）最终批

准了国际草原与牧民年提案，即２０２６年由蒙古国政府

承办ＩＹＲＰ。

３．２　成立全球区域支持组（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犐犢犚犘犛狌狆狆狅狉狋

犌狉狅狌狆狊，犚犐犛犌狊）

２０２０年底，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国际草原与牧民年

议案，争取全球更多伙伴支持，国际支持组（ＩＧＳ）经过

充分讨论和协商，将全球划分为１１个片区，即北极

（Ａｒｃｔｉｃ）、澳大拉西亚（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中亚和蒙古（Ｃｅｎ

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东亚（ＥａｓｔＡｓｉａ）、东非和南非

（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欧洲（Ｅｕｒｏｐｅ）、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北

非和中东（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北美（加

拿大、美国和墨西哥）｛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ａｎａｄａ，ＵＳＡ

＆ Ｍｅｘｉｃｏ）｝、南亚（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西非和中非（Ｗｅ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按照上述区域划分，相应地成立了

国际草原与牧民年区域支持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ＹＲＰＳｕｐ

ｐｏｒｔＧｒｏｕｐｓ，ＲＩＳＧｓ），并选出区域主席（Ｃｈａｉｒ），负责

组织区域伙伴的相关活动，以支持ＩＹＲＰ。

各区域主席／协调人及其联系邮箱如下：

１）北极：ＡｎｄｅｒｓＯｓｋａｌ（ｏｓｋａｌ＠ｒｅｉｎｄｅｅｒｃｅｎｔｒｅ．

ｏｒｇ）；

２）澳大拉西亚：Ｓａｒａｈ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ａｒａｈ．ｍｃｄｏ

ｎａｌｄ＠ｄｐｉ．ｎｓｗ．ｇｏｖ．ａｕ）；

３）中亚和蒙古：ＨｉｊａｂａＹｋｈａｎｂａｉ（ｙ．ｈｉｊａｂａ＠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４）东亚：龙瑞军（ｌｏｎｇｒｊ＠ｌｚｕ．ｅｄｕ．ｃｎ），韩国栋

（ｎｍｇｈａｎｇｕｏｄｏｎｇ＠１６３．ｃｏｍ），戎郁萍（ｒｏｎｇｙｕｐｉｎｇ＠

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５）东非和南非：ＩｇｓｈａａｎＳａｍｕｅｌｓ（ｉｇｓｈａａｎｓａｍｕｅｌｓ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ＫｅｄｉｂｏｎｅＣｈｕｅｕ（ｋｅｄｉｂｏｎｅｃ＠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ＫｅｎＯｔｉｅｎｏ（ｋｅｎｏｔｉｅｎｏ＠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ｅａ．ｏｒｇ），

ＬｏｕｐａＰｉｕｓ（ｌｏｕｐａｄａｄｏ．ｏｒｇ＠ｇｍａｉｌ．ｃｏｍ），Ｓａｄｉａ

Ａｈｍｅｄ（ｓａｄｉａｍａ＠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６）欧洲：ＥｎｇｉｎＹｉｌｍａｚ（ｅｎｇｉｎ＠ｂｉｃａｎ．ｎｅｔ），Ｏｌｉｖｉ

ｅｒＭａｕｒｉｎ（ｏ．ｍａｕｒｉｎ６４＠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７）北非和中东：ＨｏｓｓｅｉｎＢａｄｒｉｐｏｕｒ（ｂａｄｒｉｐｏｕｒ＠

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８）北美洲：ＢａｒｒｙＩｒｖｉｎｇ（ｂｉｒｖｉｎｇ＠ｕ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

ＪｕｒｇｅｎＨｏｔｈ（ｊｕｒｇｅｎｈｏｔｈ１５２１＠ｇｍａｉｌ．ｃｏｍ），Ｌａｙｎｅ

Ｃｏｐｐｏｃｋ（ｌａｙｎｅ．ｃｏｐｐｏｃｋ＠ｕｓｕ．ｅｄｕ）；

９）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ＰａｂｌｏＦｒｅｒｅ（ｐａｂｌｏｆｒｅｒｅ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ＰａｂｌｏＭａｎｚａｎｏＢａｅｎａ（ｐａｂｌｏ．ｍａｎｚａ

ｎｏ．ｂａｅｎａ＠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１０）南亚：ＤｅｖｉｎｄｅｒＫＳａｄａｎａ（ｓａｄａｎａ．ｄｋ＠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

１１）西非和中非：ＨａｒｏｕｎａＡｂａｒｃｈｉ（ｏｎｇ．ａ２ｎ＠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３．３　成立全球协调组（犌犾狅犫犪犾犆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犆狉狅狌狆，

犌犆犌）

２０２１年６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ＦＡＯ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４２ｎｄ）批准ＩＹＲＰ提案后，由ＦＡＯ畜牧部官

员ＧｒｅｇｏｒｉｏＶｅｌａｓｃｏＧｉｌ、ＩＳＧ主席和副主席、各 ＲＩＳＧ

主席、ＩＳＧ 通讯团队主席 Ａｎｎ Ｗａｔｅｒｓ－Ｂａｙｅｒ、成员

ＥｎｇｉｎＹｉｌｍａｚ和Ｂａｒｂａｒａ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ＧＣＧ秘书）共

同形成了全球协调组（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ＧＣＧ），负责完善向联合国大会（ＵＮＧＡ）提交的ＩＹＲＰ

议案，并组织相关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支持活动。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纽约联合国大会（ＵＮＧＡ）一

致通过决议，宣布２０２６年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Ｙｅａｒｏｆ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ｔｓ，ＩＹＲＰ）。

至此，ＩＳＧ、ＲＩＳＧｓ和ＧＣＧ联合国际草原大会、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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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等众多伙伴，经过十几年的

不懈努力，在１６０多个组织和５０多个国家政府的共同

支持下，终于成功实现了设立国际草原与牧民年的

目标。

４　建议

国际草原与牧民年为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认识草原

的巨大价值，以及牧民对国际社会和生态系统突出贡

献提供了平台，有助于在强化政策、立法、方案以及促

进发展和研究举措方面达成共识，草原和牧区／畜牧系

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全球草原畜牧业系统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

异，在对表１中所列主题开展活动的同时，建议在国际

草原与牧民年期间开展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协同

活动。

４．１　国家层面

组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国家委员会，统一组织开

展国家层面的相关活动，包括展示成功的可持续草原

畜牧业系统案例、奖项和奖励、技术博览会、视频纪录

片、草原日、教育材料、杂志文章解读等；关注草原工作

和牧民对科学知识和最新技术的需求。落实联合国环

境署关于草原和牧民的全球评估／差距分析及相关行

动建议。

４．２　国际层面

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及其对牧民

和草原的影响，将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目标纳入

ＩＹＲＰ的综合愿景。联合国大会支持的草原和草原畜

牧业可持续性发展十年（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全球“行动计

划”，要求各国提出未来十年“行动声明”以确保草原和

牧民健康发展。利用世界可持续草原畜牧业倡议

（Ｗｏｒｌ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ＷＩＳＰ）

和粮农组织牧业知识中心赞助的牧民大会，分享地方

智库（理论、实践经验及教训）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国际上，可开展关于牧民的视频和音乐展示、以及巡回

的艺术展览；通过社交媒体和视频制作，提高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对

ＩＹＲＰ活动的认识。因此，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层面

开展合作伙伴协同行动，改善政策，促进资源可持续利

用，以实现草原和牧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４．３　中国的机遇

中国草原资源非常丰富，草原在生态环境保护、绿

色高质量发展、碳达峰和碳中和、乡村振兴以及山水林

草田综合治理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我国

历来重视草原的建设和草原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几

年来在草原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补偿与环境保护

建设、牧区教育与妇女地位改善、草原牧区文化挖掘与

保护、牧民脱贫致富与小康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举

世公认的成绩。值此２０２６年国际草原和牧民年获得

联合国大会批准之际，我们要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一平

台，向世界推介中国草原牧区多年来在草原生态、家畜

生产、牧民生活与文化传承等多维度上取得的巨大成

就，传播中国声音，讲中国故事。

结合国际草原与牧民年这一联合国平台，中国的

政策制定者、学者、企业家、合作社管理者和牧场主等，

通过借鉴和对照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的内容，检视我

国多年来有关草原和草原畜牧业方面的诸多政策与措

施的正确与不足，学习其他国家草原牧区发展的成功

经验，不断完善我们自己的工作，并使之服务于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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