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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嘉兴首次组织作家“环保采风行”

看美丽变迁 抒环保强音
◆万加华“真是眼见为实，垃圾处理厂也

可以很干净，美丽得像个花园。”“垃
圾焚烧后无毒无害，可以放心了。”
听着公众参观后的感言，上海天马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公众开放接待负
责人小徐倍感欣慰。送走他们后，小
徐又马不停蹄地走向接待大厅，迎接
下一批观众。“百姓真心实意的支
持和称赞，就是我工作的动力。”小徐
边走边对记者说，

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位于上海
松江区佘山镇以西，是上海天马再生
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期项目，占地 200
亩，于 2016 年 4 月投产运行。作为上
海市处理生活垃圾的主要设施，2017
年，工厂被选入全国第一批环保设施
对公众开放单位，也是上海市第一家
对公众开放的垃圾处理单位。自开
放以来，厂区共接待 700 多批、两万人
次公众参观。

守住一抹绿色
赢得一份信任

走进厂区大门，碧草青青，一派
生机盎然。

在展览大厅，全封闭式参观区域
及多媒体展示区吸引了参观者的目
光。在全封闭垃圾吊控制室，透过一
面巨大的玻璃，30 多米深的垃圾储仓
一览无余。垃圾仓上方，两只巨型的

金属抓手在垃圾堆上游走，落下、抓
起、投递，一系列动作游刃有余。

“垃圾焚烧是城市垃圾处理的末
端 环 节 ，对 于 城 市 生 态 建 设 十 分 关
键，我们必须守牢这个关卡，为市民
守住城市生态环境底色，让人民群众
放心。”公司总经理王雷对记者说。

据了解，目前天马垃圾焚烧发电
厂日处理生活垃圾达 2000 吨，年处理
能力超过 70 万吨，年发电量超过 3 亿
度，其采用的垃圾焚烧工艺及装备，
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王雷介绍说，垃圾处理厂产生的
二噁英、臭气、飞灰以及渗滤液处理
等 ，都 是 群 众 最 为 关 注 的 问 题 。 为
此，他们采取了诸多“放心”举措，如
在厂门口安装炉温及烟气污染物浓
度在线显示屏，接受公众监督；专门
设立实验室对飞灰浸出毒性检测，设
有专门的渗滤液通道，经过超滤和纳
滤膜处理后的渗滤液达标排放。纳
滤后的浓缩液也在发挥“余热”，回喷
炉内减温用于生产。

敞开一扇大门
展现一片洁净

早在 2017 年初，天马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就接到将其纳入国家第一
批向公众开放单位的通知。

彼时，笨重的生产厂房，复杂的

工业设施，枯燥的处置原理……该如
何向公众做好展示？着实让小徐和
他的同事们捏了一把汗。

为此，他们下足了功夫。小徐介
绍说，通过层层选拔，企业组建了专
业 解 说 接 待 团 队 ，精 心 编 写 解 说
词 ，将 专 业 知 识 转 化 得 通 俗 易 懂 ；
针 对 学 生 、公 务 员 、专 家 等 不 同 来
访群体，设计了不同的接待方案；制
定相关管理办法，将接待方式、各部
门职责、后勤保障等内容规范化、制
度化。

为尽最大可能将垃圾处理过程
直观地呈现给公众，企业精心设计，
设立参观通道、多媒体教室、沙盘模
型、LED 显示屏等，统一制作了中英
文构筑物解说牌、标识牌、安全警示
牌，并定期更换宣传内容；在走廊、过
道墙上张贴工艺流程图等，图文并茂
地展示垃圾处理的流程。

同时，改变建筑结构，将封闭的
隔板换成透明的大幅玻璃窗，参观者
可 直 接 看 到 核 心 设 备 的 工 作 状 态 。
他 们 还 开 辟 了 互 动 区 域 ，设 置 科 普
性、互动性较强的环保小游戏，提升
公众的参与感。

每周二和周四，天马垃圾焚烧发
电厂都准时向公众开放，接 受 团 体
预 约 。 去 年 年 底 ，他 们 还 将 展 示
场 景 搬 到 了 线 上 ，公 众 可 以 通 过
VR 视 频 ，体 验 一 回“ 跟着垃圾去旅
行”。今年疫情期间，线上参观人数超

过3万人次。

把牢一道关口
美化一座城市

随着开放工作的影响力逐渐扩
大，天马垃圾焚烧发电厂也迎来了全
国各地的参观者。在这里，人们亲身
体验了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消除了不理解和不信任的抵触心理，
助力其他城市在建或停滞的类似项
目有效破解“邻避”困境。

“昔日‘闲人免进’的垃圾处理封
闭场所变为向市民开放的‘城市环保
客厅’，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消除环
保设施对周围居民心理的负面影响，
使环保设施成为多方共赢的优质公
共空间。”天马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
理王雷说。

记者了解到，为全力做好环保设
施向公众开放工作，上海市搭建起了
政府、企业、公众之间信任的 桥 梁 。
2019 年 全 年 ，共 接 待 参 观 群 众 15
万 余 人 。 今 年 ，受 疫 情 影 响 ，上
海 市 有 21 家 设 施 单 位 进 行 了 线
上 开 放 ，制 作 了 新 媒 体 产 品 32 个 ，
组 织线上活动 44 场，线上参与者达
12万余人次。

截至 2020 年 4 月，上海已完成 3
批 64 家环保设施单位向公众开放工
作，新一批开放单位正在 审 批 中。

上海：

“环保会客厅”为城市环境添绿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记者蔡新华

浙江省嘉兴市环保联合会近
日首次组织作家开展“环保采风
行”活动，约请本土作家看看一方
水土的美丽变迁。

作家们首先走进浙江绿洲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花园式的厂区
让人耳目一新。

这是一家处置餐厨垃圾、园
林垃圾、可回收垃圾的环保企业，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餐厨垃
圾经处理提炼后，主要副产品为
工业粗油脂、有机肥和沼气，其中
油脂销售给下游规范资质企业，
经深加工后制成生物柴油等，有
机肥销售给园林绿化企业，沼气
则供给厂内锅炉使用。整个流程
实现了废弃资源的处理提炼及循
环利用，剩下的污水经过处理，排
入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厂。

一路的参观，让作家们了解
了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及
生态化的处置过程，不禁感慨，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
样精细地将垃圾分类处理，有助
于增强人们进一步了解垃圾分类
工作的重要性。”

在胥山遗址公园，作家们追
忆往昔秀美风光，纷纷感怀，胥山
不再，正是警示我们要不负青山，
也唯有在此，才真切感受到了创
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性，以
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

而走进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

的竹林村，但见白墙黛瓦，绿树成
荫，一派水乡风情让人赏心悦目。

曾经的竹林村，是华东地区
养猪第一村，也由此带来了环境
污 染 ，“ 臭 名 远 扬 ”。 2013 年 的

“黄浦江死猪”事件后，嘉兴市党
委 政 府 推 进“ 三 改 一 拆 ”，拆 除
违 章 建 筑 ，实 施“ 五 水 共 治 ”对
河 道 进 行 清 淤 整 治 和 保 洁 监
管 ，同 时 当 地 发 展 起 种 植 业 和
旅 游 业 ，乡 村 逐 渐 恢 复 了 水 乡
的 韵 味 。 如 今 ，竹 林 村 建 起 了
亲 子 水 塘 、农 事 体 验 、星 空 露
营、竹隐游船等项目，突出“农、
文、旅”有机融合发展，打造出富
有水乡特色的美丽乡村。

采风活动结束后，作家们进
行座谈交流，与会者对首次“环保
采风”印象深刻，不仅感到新鲜有
趣，也增长了不少环境知识。作
家一行亲身体会到了生态环境的
不断改善，希望能多组织这样的
活动，行万里路，书环保情。

“通过这次环保采风活动，能
够激发出嘉兴作家的灵感，创作出
更多聚焦生态文化的作品。”嘉兴市
环保联合会负责人如是说。

“ 采 风活动让我们开拓了眼
界，激活了思路，大家要为环保事
呐喊，为环保人喝彩，希望作家们写
出更多生态文学精品，抒发环保的
最强音。”嘉兴市作家协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寻宝”之旅：关注城市自然与野生动物

跟随翟雅倩的脚步，不一会，只见她的收集袋里就装
进了一根挂着松果的树枝。“我运气比较好，一下子松针
和松果都齐全了。”按照自然痕迹物寻宝活动规则，植
物 类 寻 宝 目 标 包 括 一 根 两 针 或 五 针 的 松 针 ，任 意 5 片
来自不同植物的枯落树叶，至少两种自然掉落的果实
等 。动物类则包括一只空蜗牛壳或一个蝉蜕，以及野兔
粪便等。

活动参与者完成不同种类的目标搜集，就可以兑换
相应的纪念品。翟雅倩查看了自己的收集袋后信心满
满，“我想要兑换可爱的松鼠玩偶”。

放眼奥森公园，秋日飘落在地上的树叶和形状各异
的果实，夏天里昆虫残留的生活痕迹，还有小动物啃食过
的松果，只要细心，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这让整个搜集
过程难度较低又充满乐趣。

“我们希望能吸引到更多普通公众的参与，所以设置
了门槛很低的寻宝活动，让大人小孩都能一起参加。”山
水自然保护中心项目助理宋悦心告诉记者。为了丰富活
动内容，充分体现奥森特色，他们还设置了湿地动植物探
索、常见鸟类观察等 5个自然观察点，包括鱼类、水生植物
的观察以及水鸟观察。

这一次，人们开始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同时关注
城市中与人类共存的野生动物。

作为一片占地 680 公顷、每年逾千万游览人次的“生
态飞地”，奥森公园是北京城市自然的缩影。高矮错落的
灌丛为黄鼬、刺猬、雉鸡等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开阔的水
域、林地等多种生境，又庇佑着苍鹭、东方大苇莺等 200 余
种鸟类。

“你们看这只苍鹭正歇在树顶不动，这是 因 为 经 过
早晨的觅食活跃期，这会儿是它休息整顿的时间段。”
透过望远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引导游客观
察鸟类。

“我希望孩子能亲近自然，获得生命教育”

纪念品的诱惑让翟雅倩的整个搜集过程充满了动
力，而小学三年级的姜宜萱则被工作人员讲解的水鸟知
识所吸引。她眨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问道，“为什么火
烈鸟是红色的？它是结构色还是色素色呢？”

“很多动物的颜色都和它的食物有关。其实，火烈鸟
本来的羽毛是白色的，因为吃了富含虾青素的藻类和小
虾小蟹后，才变成红色。有一家动物园就曾经遇到这样
的情况，红色的火烈鸟养了一段时间后全部变成白色，饲
养员就只好想办法在食物里增加虾青素，才让它们又变
成红色。”作为这次观察节合作伙伴自然圈的工作人员，
李可莱耐心地回答了小朋友的问题。

“我希望孩子可以了解到专业人员所介绍的动植物
相关知识，这既能激发她对大自然的兴趣，还能提高认
知。”姜宜萱爸爸觉得今天女儿的收获很大。

同样带着孩子来公园的还有袁玲，“我觉得 4 岁的小
朋友需要与大自然互动，她在公园里看到小动物，真实地
触摸植物，能够找到认识自然界的正确方法。自然教育
能让孩子拥有正确的生命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亲
近自然的方式，为认识自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打
下基础。”

“走进自然，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就很
有可能成为自然观察的爱好者，会更多关注环境保护相
关话题，进而推动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改善。”在李可
莱心中，自然教育活动独具魅力。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大三 学 生 卢 星 宇 则 表
示 ，他 的 目 标 是 毕 业 后 当 一 名 老 师 ，影 响 更 多 的 孩 子
热爱大自然。

吸引更多人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奥森公园里，拿着收集袋的参与者散布在各处，他们
为捡起一片树叶、拾起一颗松果而开心不已。而趴在桌
子前，观察水黾和黑壳虾的小朋友，眼睛里则闪着好奇的
光。

“此次观察节，共有 1000 余名自然爱好者参与到‘自
然痕迹物寻宝’活动中，他们收集落叶、果实等自然痕迹
物，合力绘制成奥森的自然痕迹地图，发掘城市公园中的
生态现状，通过了解奥森，进一步了解北京的自然环境。”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史湘莹告诉记者。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还希望通过调查监测、示范区建
设、自然教育和公民科学活动，探索在城市及周边绿地中
人与野生动植物和谐相处的方式，让更多公众有机会了
解和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如今，我们针对北京城市公园绿地普遍存在的问
题，正在推动一些小小的改动，如在树木和大草坪之间补
植一些灌木，为小动物提供躲藏空间和食物来源；根据鸟
类对栖息地的需求，有计划地管理湿地植被；在特定区域
留下更多落叶供小动物越冬。”史湘莹介绍，希望通过这
些看似微小的改造和变动，使得城市绿地对野生动植物
而言更“宜居”，也让我们能更多地享受与这些“邻居”相遇的
惊喜。

据了解，自然观察节期间，“城市生物钟”——2020 自
然北京公众摄影征集活动也同步启动，将号召公众用镜
头记录城市中的动植物多样性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
态建设成果，感受自然的跃动呼吸。

公众走进北京奥森“寻宝”

享受与野生动物邻居相遇的惊喜享受与野生动物邻居相遇的惊喜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当秋分时节的阳光唤醒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时，北京工商大学大一新生翟雅倩
和李吉露，准时出现在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设置的、位于公园南门处的北京自
然观察节现场报名点。

在领取了“自然痕迹物寻宝”活动所需要使用的收集套装后，她们就消失在人群中。
自然观察节，这是一场怎样的活动？

一段北京动物园游客“喂狼
吃草”的新闻，近日引发人们的关
注。网络视频中，游客隔着栅栏
的孔隙，不断向狼投喂杂草，甚至
还有木棍等，而狼也好奇地“品尝
咀嚼”。事件曝光后，北京动物园
迅速通过园区智慧安防系统找到
当事人，并将其列入“北京动物园
不文明行为黑名单”。今后当事人
如再入园参观，公园将向其进行
一对一的“文明游园提示”。

此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投喂
动物、动物园如何管理的关注。
作为动物园日常管理中最为头痛
的一项行为，投喂对野生动物的
危害远超人们的想象，除了会改
变动物习性，有时还可能导致动
物死亡。

划定重点区域 加强
宣传引导

事件发生后，北京动物园迅
速行动，针对投喂动物等不文明
行为，采用了“硬件软件相结合、
人防技防相穿插”的模式，构建

“管理网络图”。
如设置投喂物品自弃箱，在

重点区域设置禁止投喂牌示、实
例科普牌示等，设置木质围栏，搭
建全员智慧安防系统，并加强文
明引导和人员安检等。

在北京动物园正门入口，一
进园区，记者就看到了园方设置
的投喂料自弃箱，上面还贴有“特
别提示”的标牌，标注“在非投喂
区投喂动物的行为，将处 50 元以
上至 100元以下罚款。”

在事发地狼展示区，记者看
到网传视频中游客投喂的小孔已
经铺上了鹅卵石进行物理隔离，
有效防止了游客再次投喂。展示
区旁边的空地上，则竖立着科普
展板，清晰地展示着兽医从动物
胃里取出来的投喂物品。

此外，在整个游园过程中，也
能听到动物园利用广播系统播放
文明游园须知，有针对性地提示
游客不要肆意投喂。

利用教育、法律等多
种手段防范动物投喂

“对于动物园来说，游客投喂
是最头痛的问题。”长期从事野生

动物救助的微博达人“野生青年
陈老湿”陈月龙告诉记者，投喂对
于野生动物来说，无异于一场杀
戮。

陈月龙表示，动物们每天的
饮食需要由专业人士进行科学配
比，以保证摄入适合身体需要的
食物和营养元素。游客胡乱投喂
会打乱科学配餐，影响动物行为，
引发消化不良甚至更糟糕的后
果。之前，上海动物园就展出过
一只因为吃了游客递来的塑料袋
而死亡的长颈鹿标本。

“一般来说，动物园会在笼舍
设计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防范
投喂现象，比如在参观区和动物
展区之间栽种植物等。但是由于
游客数量多，管理难度大，很难从
根本上完全杜绝。”陈月龙说。

他建议，应从宣传、教育以及
法律等多方面对游客游园行为进
行文明倡导与规范。如新加坡动
物园，投喂者将被处以折合 7500
元人民币的高额罚款。北京等地
也有相关条例对不文明行为进行
处罚，这些都能有效制止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

与野生动物接触还
需注意这些

国庆长假在即，很多动物园
和景区也即将迎来一年中游览的
高峰。那么，与野生动物接触需
要注意哪些事项？

陈月龙告诉记者，除了投喂，
以下不文明行为也要注意防范，
如拍笼子，大喊大叫、向动物笼舍
内扔杂物等。

“很多人为吸引动物的注意
力会拍笼子、拍玻璃，但结果往往
是动物毫无反应或更加远离。”陈
月龙说，“大喊大叫同样没用，没
有谁在睡觉或休息的时候愿意被
噪声打扰和惊吓。”

此外，如果去野外游玩，陈月
龙也建议，不要用错误的方式接
触野生动物。比如在高原上抚
摸、投喂旱獭，要知道，旱獭并不
是人们想象中的萌宠，反而是鼠
疫病毒的自然宿主。

“希望旅客都能管住自己的
手，劝住别人的手，对乱投滥喂等
不文明行为说不，共同培育文明
好习惯。”陈月龙说，保护动物，从
尊重动物、改变自身行为开始。

倡导文明游园
不再任性“投喂”

◆本报记者王琳琳

热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