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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堪其忧，“璇”亦不改其乐

2006 年，大学毕业的邓梦璇就职于福建
电视台，负责采访突发新闻。在此过程中，
她经常接到一些村民打来的电话，甚至寄来
血书求助。

有一次，受污染的村民直接冲到电视
台，眼含泪光地望着她说“您…您您看…老
祖宗的地就这样毁了！一粒稻都种不出来，
我们的根就这样没了。您一定要帮帮我们
啊。”悲恸至极，不禁跪了下来。

“都是年过半百，甚至祖辈的老人，是什
么样的委屈让他们如此无奈，压垮了他们挺
立了大半辈子的脊梁？”看着跪下的老人，邓
梦璇困惑着，也思考着。她困惑于到底做些
什么才能帮助到他们？她想为这些人真心
实意地做事，用自己的满腔热血推动现实境
况的改变。

一 次 偶 然 的 采 访 中 ，邓 梦 璇 遇 到 了
一 位 改 变 她 命 运 的 良 师 益 友 —— 林 英 老
师 ，福 建 省 绿 家 园 环 境 友 好 中 心 的 创 始
人 。“ 那 些 困 惑 仿 佛 在 这 一 次 的 相 遇 中 得
到了答案”。

邓梦璇跟随林英的志愿者团队进行了
为期一周的农村环境深入调研。从 1998 年
至今，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一直专注于环境
保护与污染防治，帮助引导受到污染损害的
村民与企业、政府理性沟通，让更多人成为
家乡环境的守护者。

这一段环境守护者体验让邓梦璇找到
了方向，调研结束后，她毅然辞去了电视台
职务，正式加入绿家园，成为项目助理。

相较于电视台白领的高薪，公益从业者
的薪资真是相距甚远，但是一箪食一瓢饮在
陋巷，人不堪其忧，“璇”亦不改其乐。

新老发展理念发生碰撞

邓梦璇的改变也带来了绿家园的转变。
彼时，绿家园举办了很多倡导性环保活

动，如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无车日、地球日
宣传活动等。邓梦璇与同事去社区或村子
里发传单、给居民上环保课。闲时，她就撰
写项目计划书、活动总结和新闻稿。

但是，邓梦璇慢慢发现，一个又一个的
活动，让大家来不及思考绿家园 5 年乃至 10
年后应该如何发展，今日的行动方式是不是
适合未来……

随着工作的深入，邓梦璇的这种感受越
来越强烈。2013 年，升任副总干事后，邓梦
璇决定“砍掉”所有的倡导性活动，厘清机构
的核心发展方向。

这一决定让绿家园的环保活动突然大
量减少，机构仿佛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状
态，甚至理事们也对这一决定产生了怀疑。

不仅是发展方向，绿家园的运营方式也
亟待改变。绿家园的理事大多是知名记者
和环保专家，资历较深，举办环保活动多是
大家你一点我一点的自发捐赠。但团队的
发展和运作需要专职人员，大家捐赠多是想
把善款用于活动，没有人去思考专职人员的
工资问题，尽管在公益组织内部，大家都抱
着一颗奉献的心，但年轻人的生计却是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面对家庭责任，有些人最后
默默地离开了。

如何留住人才？如何可持续发展？是
提升和推广机构品牌，还是默默无闻、润物
细无声？随着工作的深入，邓梦璇与林英在
观点、理念上，也在相互碰撞。

在邓梦璇看来，机构运作依靠大家自掏
腰包的模式并不能持久，公益组织也需要成
本，也要衡量投入与产出，绿家园要想持久
稳定地发展下去，必须有可持续的资金来
源。邓梦璇力主拓展筹资渠道，提升机构
自身造血能力，通过传播打造公众影响力
和认可度。

她 找 了 很 多 传 播 公 司 设 计 绿 家 园 的
宣传方案，但多次遭到了理事会的否决。

这让邓梦璇倍感挫折，心急的她和理事
们发生了争吵，双方如同绷紧的弹簧。但
是，林英还是在背后默默支持邓梦璇。在林
英看来，邓梦璇的出发点是好的，每一个留
在绿家园工作的人都有仁爱之心。秉仁慈
之 心 ，敬 天 爱 地 ，是 绿 家 园 人 所 秉 持 的 理
念。这也是邓梦璇和林英剪不断、隐隐相连
的公益“血脉”。

构建传播平台，期待可持续发展

如何能获得持续和足够的成长资源？

2013 年，带着一连串的问题，邓梦璇参与了
劲草同行项目，认识了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
会员陈志忠。

陈志忠倾听了邓梦璇在绿家园管理方
面面临的瓶颈及困惑，以企业家的视角分析
后，肯定了邓梦璇的想法，但也批评了她与
上一辈的沟通方式。

“虽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可三人行，必
有我师，更何况这些理事经验丰富，只是年
纪的差距等原因对新事物接受起来需要时
间。我们要做一个贴心的小棉袄，为他们分
忧解难。”陈志忠告诫邓梦璇。

邓梦璇尝试构建理事会学习小组，与理
事们共同学习，以平和、恭敬的心态让他们
接受、理解新的事物，新一辈工作人员一对
一帮助理事开通微博、微信。

随着时间推移，邓梦璇的传播加筹款的
理念渐渐得到绿家园 全 体 理 事 的 支 持 和
肯定。

八闽环境守护者网络的平台也逐渐搭
建起来。它以企业环境档案、公益诉讼、水
生态快速评价 3 个环境项目为平台，在福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境保护网络。

筹款的难题也逐渐有了头绪。在陈志
忠的帮助下，邓梦璇开始吸纳企业家理事，
学着与企业家沟通，大胆索取他们身上的丰
富资源。

陈志忠还出了很多传播的点子，如依靠
品牌项目和污染事件应对塑造口碑，区分不
同对象人群进行针对性传播，让人感觉“这
事和我有关，他们需要我，我得支持”。

2015 年 9 月 9 日，腾讯联合百家公益组
织、企业、明星发起全民公益活动。绿家园
推送了一封感召信：也许有些客观原因，会
让你望而却步，但总要有声音发出，总要有
力量去推动，连声音都没有谁又知道我们的需
求，连行动都没有又何以谈改变。

这 也 许 就 是 邓 梦 璇 坚 持 下 来 的 信念
和原因——保 护 环 境 ，唯 有 行 动 才 能 改 变
未来。

彭 宇 第 一 次 见 到 我 国 台 湾 著 名 旅 行
探 险 家 、生 态 作 家 、摄 影 家 徐 仁 修 ，是 在
2007 年 的 长 白 山 。 当 时 还 是 大 学 生 的 他
参加中国第一代环保活动家、著名环保作
家唐锡阳组织的绿色营活动，徐仁修是那
次 的 培 训 老 师 。 上 个 世 纪 90 年 代 ，徐 仁
修在台湾成立荒野保护协会，通过自然教
育 、栖 地 保 护 与 守 护 行 动 ，推 动 台 湾 及 全
球荒野保护工作。

与徐仁修 10多天的相处，给彭宇的世界
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此时他接触到当时
还很新鲜的“自然保育”理念，即不仅要用行
动制止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还要耐下性子进
行教育，培养公众保护自然的意识。

这次培训为彭宇打开了自然教育的大
门，接触到了关于自然教育业界最前线的信
息。那时的他，还无法想像，自己今后也创
办了一个专注于自然教育的机构——鸟兽
虫木，启动了自己的自然解说员培训。

辞去公职，专职从事自然保育

“ 鸟 兽 虫 木 ”是 彭 宇 在 大 学 时 就 创 立
的。那时，他还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任环
保协会副会长。从全国大学生绿色营回来
后，彭宇就和小伙伴创办了绿色营·广州活
动小组，延续着绿色营的传承。2008 年，组
织有了新名称“鸟兽虫木”。

这个奇怪的名字，来源于《诗经》，“迩之
事父，远之事亲，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虽
然因为特别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但是这个
有点复杂的名字也给他们带来了困扰，经常
被叫错为“鸟兽虫鱼”或者“乌鲁木齐”，让人
哭笑不得。

以“鸟兽虫木”的名字，彭宇和小伙伴们
举办了一次又一次活动，鼓励年轻人观察自
然、记录自然，体验各种生态游戏，学习自然
参与。“只有真正进入自然，体验自然，喜欢
自然，才能对自然保护带来一些改变。”这成
为了彭宇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大学毕业后，彭宇进入一家稳定的交通
行业国企工作，带领大家开展自然保育活动
成了工作之余的事。4 年下来，纠结与拧巴
经常在彭宇的心头泛起，同时做两件事的疲
惫 ，让 他 越 来 越 不 满 意 自 己 的 生 活 状 态 。
2012 年春季，彭宇去了台湾，看到为维护生
态之美，诸多人在不懈努力，见识到了做全
职绿色公益人的可能性，内心深处的荒野呼
唤又在心中撞击，一遍一遍地撞击。他想到
了辞职，做一个全职的公益人。

彼时，彭宇在所任职的企业中已经成为
了一名管理人员，工作能力得到大家的认
同。尽管单位多次挽留，父母也一再反对，
但 2013 年 4 月，彭宇还是告别了光鲜体面的
国企工作，正式开始创业。

“这还是一种不甘心吧，不甘心自己与
自然教育越来越远，不甘心在大学时的事业
到此为止。尽管会有压力，但我想我应该可
以应付。”彭宇说。

好在，彭宇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早在发起鸟兽虫木时，彭宇就结识了不少同
道中人，其中，关系最近的就是曾经活跃在
华南师范大学环保社团的鱼头和成名已久
的赖芸。

鱼头和彭宇是在一次环保社团的交流
会上认识的。赖芸则是知名的绿色青年领
袖，有着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和青年学生环
境活动经验。毕业后，鱼头在佳能公司工
作，从广州去了北京。赖芸也四处出差。几
个人都在忙忙碌碌，见面总是匆匆。

彭宇的辞职让几个好伙伴热血沸腾，
“既然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业余工作，
为什么不尝试下专职呢？”彭宇辞职后，赖芸
也辞去了自己的工作。这个时候的鱼头回
到了广州南方报业工作，2014 年也辞去了工
作，成为彭宇和赖芸的“绿色合伙人”。谈起
自己的辞职，鱼头总是笑着调侃，“这么好的
天气，我可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

专 职 之 后 ，彭 宇 他 们 所 做 的 一 件 大
事，就是将“鸟兽虫木”正式注册。2014 年
末 ，鸟 兽 虫 木 注 册 成 功 ，彭 宇 他 们 对 其 的
定 位 是 致 力 于 开 展 自 然 教 育 和 生 态 保 护
工 作 的 非 营 利 组 织 ，立 足 华 南 地 区 ，培 养
自 然 解 说 员 ，发 展 儿 童 生 态 教 育 ，开 展 公
众生态推广演讲，培养有行动力的绿色青
年 ，并 通 过 公 众 参 与 ，来 保 护 华 南 地 区 良
好的生态环境。

“我们希望通过引导公众走进大自然，
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孩子从小有机会亲近自
然、喜爱自然，发现自然生命的神奇与美丽，
从 而 萌 生 出 保 护 自 然 的 意 识 和 行 动 。”彭
宇说。

开展亲子活动，引导孩子回归自然

亲子活动被彭宇和“鸟兽虫木”定为进
行自然教育的重点项目。彭宇认为，要真正
保护大自然，不仅需要行动起来制止破坏大
自然的行为，而且要耐下性子进行教育，培
养所有人保护自然的意识。而儿童是最容
易影响的群体，不少父母也愿意为儿童的成
长埋单。

实 干 家 往 往 把 宏 大 的 理 想 寄 托 在 一
个 个 具 体 的 项 目之中。彭宇认为，最直接
的就是举办自然体验活动，组团带领父母与
孩子亲近大自然。彭宇带队去过我国的香
港 、台 湾 、广 东 湛 江 的 特 呈 岛 以 及 婆 罗 洲

（加里曼丹岛），甚至广州城里城外的郊野
花园。在香港，他们探寻香港唯一的国际
重 要 湿 地 ，观 察 那 里 的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上
一 节 生 动 的 地 理 课 ；在 特 呈 岛 ，他 带 领 团
员进行夜晚观察（俗称“夜观”），探索有着
心 形 透 明 翅 膀 、正 在 交 配 的 树 蟋 、金 蛛 、
络 新 妇 等 丰 富 世 界 ；在 婆 罗 洲 ，他 带 领 团
员 进 入 荒 野 和 丛 林 ，欣 赏 阿 波 罗 的 瀑 布 、
猪 笼 草 、豆 娘 ，又 或 者 是 雨 林 之 神 赐 予 的
树藤之水……

“我们举办活动挑选的地方都是有深刻
含义的。我国的香港、台湾自不必说，优良
的生态环境足以成为选择的理由。而选择
婆罗洲是因为华人曾经在婆罗洲的开发过
程中，对雨林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我们带爸
爸妈妈与孩子到婆罗洲，让他们感受自然的
美好与环境破坏带来的恶果。举办这些活
动，就是让这些‘林间最后的小孩’与之前的
状态说再见，重新回到土地，回归自然。”

鸟兽虫木的活动形式尽量避免那么的
宏大叙事。用彭宇的话说，就是 90%的精力
用来做自然体验，进行玩耍。而在此过程
中，见缝插针地向所有参与者灌输自己的想
法与理念。

彭宇更乐意带领团员进入广州周边的
郊野公园去观花观鸟。彭宇认为，如果想要
真正地保护大自然，更多要基于对这个地方
的了解。这样熟悉的地方遭受到破坏的时
候，才有更多的人发声。

他带领团员去中山大学寻找树林深处
的猫头鹰，去海珠湖观赏活跃在在水一方的
候鸟，到天河公园拜访自己的小鸟邻居……
这样成本低、短平快但是效果良好的活动得
到了父母及孩子的赞许。

打造多元平台，活得更有尊严

在“鸟兽虫木”里，每一名成员都有自己
的自然名字，如大鱼、鱼头、琥珀、小米。彭
宇的自然名字叫作“树蛙”，“树蛙嘴巴在微
笑 ，眼 睛 睁 的 特 别 大 ，好 像 对 一 切 充 满 好
奇。”

不过，相对于亲子教育等活动的巨大人
员需求来说，鸟兽虫木的人力储备远远不
足。他们只好通过自然解说员培训来不断
扩 大 自 己 的 队 伍 ，解 决 团 队 人 员 短 缺 的
问题。

2010 年，彭宇拜托徐仁修从台湾请来荒
野导师，在鼎湖山设立解说员课程。鸟兽虫
木甚至无法负担 8 位导师的差旅费。好在
导师们自己慷慨解囊。

这一届的自然解说员培训让鸟兽虫木
收获了一批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不少年轻
人加入队伍。目前，鸟兽虫木已经有专职人
员 6 个，核心自然解说员 15 人~20 人，已培养
自然解说员 200人左右。

几年下来，鸟兽虫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
发展势头，自然解说员训练营、自然体验活
动、生态摄影、公开讲座、亲子讲堂，项目不
断增多。同时，鸟兽虫木也成为一个平台，
引导更多自然解说员开发自己的产品，如李
林炜建立了“野孩子”生态摄影网站，为孩子
留下在大自然的珍贵影像；摄影师丁铨则开
通了“野味广东”公众平台，以另类方式推广
本土的野生动植物故事。

“辞职之后成为专职人员，收入成为我
们的一大挑战。”彭宇说，“但是我们依然要
把自然教育做好，不希望别人认为做环保、
做自然教育很辛苦。我们要活得更有尊严，
不要为柴米油盐担忧。”

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曾经写过《荒
野的呼唤》，讲述一只叫巴克的家养犬重新
走向荒野，回归自然。对于彭宇和“鸟兽虫
木”的成员来说，他们都想象着有着一日，摆
脱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面对绿色家园的野
性呼唤，回归荒野之中。

彭宇：感受自然的神奇与美丽

邓梦璇：行动改变未来

2015 年，时隔 20 年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伊犁
鼠兔“萌翻”了全世界，这也让伊犁鼠兔发现第一人、
33 年致力于这一物种保护研究工作的专家李维东
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1983 年，28 岁的李维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
勒克县吉里马拉勒山区初次邂逅伊犁鼠兔。1985
年，他与同事成功采集到两只伊犁鼠兔标本，使伊犁
鼠兔被确认为新物种。30 年来，他和同事连续在野
外定点观测。2014 年，李维东和公益机构秘境守护
者合作，利用红外触发相机进行野外观测，在精河县
木孜克冰达坂的一处悬崖上拍摄到了伊犁鼠兔。为
让更多人认识到伊犁鼠兔的濒危状况，解决其保护
研究的资金缺口问题，2015 年，李维东以“李维东自
然生态保护服务工作室”名义，发起 20 万元“拯救伊
犁鼠兔行动”公募项目。

李维东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天
格尔山为主体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除了重点保护
伊犁鼠兔之外，还要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和乌鲁
木齐河上游生态系统。

48 岁的黄生红是青海省湟中县田家寨镇毛二
村的一位农民，18 年间倾其所有为家乡的大山披上
了绿装。

毛二村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半
浅山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让周边的山上长期光秃
秃一片。1996 年，为了改善家乡环境，黄生红开始
了自己的植树生涯。然而，半浅山地区土壤蓄水能
力低下，春旱严重，植树成活率很低。黄生红丝毫没
有气馁，为了省钱，他用三轮车一趟趟往山上运水。
几年的摸爬滚打，黄生红俨然成了种树的土专家，逐
渐积累了一套在干旱浅山种树经验。

2014 年，黄生红注册了一家生态发展公司，设
有实验室、研究室、育种室，还有两间教室。每到植树
季节，他就为周边村民宣讲保护生态的重要意义和植
树造林的基本知识。“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把一个
人的事，变成全社会的事。”黄生红说。近日，黄生红被
评为“中国网事·感动2015”十大人物之一。

23 岁的袁日涉是首都师范大学 2011 级本科生。
从 1999年成立“一张纸小队”、发起“一张纸”活动至今

已有 17 年。袁日涉坚持并带动青少年开展植树、节

水、爱鸟、阻击 PM2.5等环保活动，参加志愿服务的同

学多达 138万人，个人累计服务 9200 余小时。
2008 年，袁日涉和小伙伴们发起了“2008 位同

学种植 2008 棵树，献礼 2008 年奥运会”的活动。看
到鸟类数量逐年减少，袁日涉号召同学们参与北京
市人工招鸟工程，义务为北京市的人工鸟巢探测入
住率，还发明了蛇眼鸟巢生命探测仪，为鸟巢入住率
的统计提供了一种新方式。大学期间，袁日涉热情
参与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参加每年的爱鸟
周、湿地日活动，深入许多中小学宣传生态环保；通
过记录和分析每天公布的 PM2.5 监测数据，总结了

“北地林湿风雨雪，南交晴雾七六九”的防治 PM2.5的
14字诀。

袁日涉荣获“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北京市“五
四奖章”标兵、“北京环保明星”等百余项荣誉，2015
年成为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候选人。

◆特约撰稿郝思远

◆申志民 董菁

李维东：30载伊犁鼠兔情缘

黄生红：倾其所有绿化荒山

袁日涉：生态保护的未来之星

平凡人·平凡事

王怡径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