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徐卫星

英 国 农 药 行 动 网 (Pesticide Ac-
tion Network)、禾 众 基 金 会 (Solidari-
dad)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近日发
布全新独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全
球棉花用量领先的跨国企业，大多未
能有效推行棉花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报告从可持续棉花政策、
采购和使用，以及可追踪性 3个方面对
全球 37家以棉花为主要产品原料的公
司进行评分。根据评分结果，37 家企
业中仅 8 家评分脱离红色区域。全球
家居巨头宜家在调查中位列第一，以
12 分的评分（总分最高为 19.5 分），成
为唯一跻身绿色区域的品牌。C&A（9
分）、H&M（9 分）和阿迪达斯（7.5 分）
紧随其后，位于黄色区域；耐克（6.75
分）、玛莎（5.5 分）、威富公司（3.25 分）
和开云（3 分）位于橙色区域。其余 29
家企业位于红色区域，即在支持棉花
可持续发展方面未有实际行动。

企业可持续棉花消费量仍过低

“ 宜 家 、C&A 和 H&M 的 经 验 表

明，致力于棉花可持续发展，可以实现
商业利益，但全球许多顶尖企业却缺
少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官员理查
德·霍兰德指出，“如今，采购可持续棉
花越来越容易，企业没有理由不向消
费者提供更关注社会责任的产品。”

禾众基金会的伊莎贝尔·罗杰表
示，“要实现棉花行业的整体可持续发
展，相关大型企业也要添一份力。”

如今，可持续棉花的供应量日益
增大。然而，企业的可持续棉花消费
量仍然过低。

据了解，可持续棉花在全球棉花
供应量中约占 10%～13%，但实际上
只 有 不 到 1/5 作 为 可 持 续 原 料 用 于
产品生产。由于需求不足，其余的可
持续棉花仍作为传统棉花出售。这
主要因为消费者需求偏低，可持续棉
花的供应链错综复杂，可能增加额外
成本。

制定棉花可持续发展目标

棉花生产面临许多可持续性问题，
包括：生产过程中需要大规模使用农
药，全球有关棉花生产的农药销售额约

占总额的6.2%（棉花种植面积约占全球
耕地总面积的 2.3%）；耗水量大，全球
73%的棉花生产仍以灌溉为主。

许多棉花种植小农户无力负担农
药和化肥的沉重费用，债务缠身，发展
可持续棉花生产可以帮助种植户稳定
收入来源、改善工作条件，脱贫致富。

过去 30 年出台了一系列可持续
棉花标准，如“有机棉花（Organic）”倡
议、“公平贸易棉花认证（Fairtrade）”标
准 、“ 非 洲 产 制 棉 花（Cotton made in
Africa）”计划，以及“优质棉花（Better
Cotton）”倡议。这些标准为棉花种植
户提供了指导和支持，并向消费者和
零售商承诺，其购买的产品均采用可
持续种植方式生产。

英国农药行动网的基思·蒂雷尔
表示，“开拓可持续棉花市场，是实现
棉花清洁生产、保护工人健康的最佳
途径。”

英国农药行动网、禾众基金会和
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所有棉花需求
量大的企业应制定有时限的棉花可持
续发展目标，建立报告机制，并倡议有
志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最迟在
2020 年前达成完全采购可持续棉花
的目标。

棉 花 生 产 面
临 许 多 可 持 续 性
问题，尤其是大规
模 使 用 农 药 以 及
巨大的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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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卫星孝感报道“常规种
植污染重，有机农业好处多；土肥水净可
持续，田间学校帮你忙。”在湖北省安陆
市朱桥村，瑞尔保护协会与当地粮油合
作社一起建立了一所有机农业田间学
校，通过培训农民开展有机种植，帮助他
们摆脱贫困，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瑞尔保护协会高级技术总监石尚柏
博士告诉记者，项目从 2016 年年初开展
以来，已建立起千亩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种植有机棉花、有机水稻、有机牡丹等作
物。“按照有机认证的标准要求，从生产
一般农产品到有机农产品需要 3 年的转
换期，目前项目还是以投入为主。”

朱桥村支部书记、神庵府粮油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王建平同时还兼任有机农业
田间学校校长一职，他希望全体村民能够
积极参加田间学校的培训课程，掌握有机
农业技术。“有机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重要手段，也能增加农民收入。”

朱桥村所在的王义贞镇是传统农业
大镇，镇党委书记万大军非常期待能借助
瑞尔保护协会提供的、先进有机农业种植
技术，推动传统农业向有机农业转型。

当地给村民发放的有机农业科普简
报，围绕有机农业的概念、市场前景、种
植方法案例等内容介绍得非常详尽。朱
桥村农民陈问新告诉记者，过去田间要
除草、打药、施肥全靠镇农技站指导，收
多收少心中没底，全靠上天保佑。“这次
参加田间学校学到不少知识，通过石博
士的讲课，懂得了怎样除草才能将其合
理利用变成一种有机肥料，有益无害。”
陈问新说。

本报记者刘秀凤北京报道 在日
前举行的防治荒漠化全球纪念活动民
间组织边会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旱地大使、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芳
菲号召大家用手绢代替纸巾，通过绿
色化的生活方式，为环保贡献力量。

为此，刘芳菲发起了“芳菲绿色
手绢计划”，邀请国内知名时装设计
师和艺术家设计手绢，通过淘宝网店
等平台售卖，所得款项用于公益事
业。她说：“做公益不是白给，也需要
通过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家在科尔沁沙地东部边
缘，小时候这里叫科尔沁草原，长大
后，它的名字变成了科尔沁沙地。”来
自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的万晓白说
起自己家乡的变化，不免让人唏嘘。
为了治沙，万小白和父亲万平尝试了
多种方法。为集合更多的治沙力量，
万晓白成立了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
会，并尝试与当地农民合作，让农民
各自拿出一块地，专门种植有机农作
物，不用化肥，远离工业污染。通过
出售这些有机农作物，可以获得一定
收益。“这是我们与农民共同探索治
理沙地的新产物，不仅使农民创收，
也能将部分收入继续投入到科尔沁
的生态恢复。”万晓白说。

在此次边会上，中国绿化基金会
发布的《防治荒漠化日民间组织共
同行动纲领》指出，荒漠化防治不仅
是生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更是民
生问题。在荒漠化地区，要正确处
理防沙、治沙、用沙之间的关系。在
严格保护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考
虑沙区水资源承载力，充分利用沙
区光热资源充足、物种资源多样、土
地资源广阔的优势，合理有序发展
沙产业，让沙区群众在治沙中致富，
在致富中治沙。

本报记者徐卫星北京报道 中国
皮革协会近日在北京召开《貂、狐、貉
繁育利用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新
闻发布会。《规范》的发布，将推动我
国毛皮动物养殖行业的规范化进程。

发布会上，中国皮革协会毛皮经
济动物养殖委员会主任黄彦杰在解
读《规范》时表示，新发布的《规范》吸
取了国外先进的管理规范和标准，在
人员要求、场区建设、饲养管理、卫生
防疫、处死和取皮加工、运输、环境保
护及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
规范，并且提出更高的要求，基本和
国际接轨。

为了确保《规范》的顺利实施，黄

彦杰表示协会将配合国家林业局，在
中国毛皮经济动物养殖五大省份（山
东、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对《规
范》进行重点宣传。考虑到行业企业
按照《规范》进行整改、调整需要一定
时间，《规范》设定了 1年过渡期。

发布会期间，中国皮革协会常务
副 理 事 长 兼 秘 书 长 李 玉 中 发 布 了
2016 年 1～4 月份我国毛皮行业经济
运行情况。“水貂皮、狐狸皮、貉子皮
库存量较大，2016 年仍以消化库存
为主，价格将继续在低位徘徊。”李玉
中认为，《规范》的发布也将在一定程
度上遏制产能过剩的局面，有助于
全行业的升级。

一朵棉花这么多说道
WWF 等三家 NGO 发布全新独立研究报告

小改变集聚大力量
改变生活方式，合理有序发展沙产业

田间建学校
传授有机种植

湖北农村与 NGO 合作
推广有机农业

毛皮动物养殖有章可循
《貂、狐、貉繁育利用规范》标准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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