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知 行】
星期三

2021.03.17

■责编: 张黎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shb2017@126.com

05-08版
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由英国女爵士、动物学家、联合国和
平大使珍·古道尔发起的国际 NGO 环保
组织根与芽（Roots& Shoots），日前度过了
30 周岁的生日。“年青人不只是未来，你们
是现在，更有力量在今天塑造美好的明
天。”在庆祝根与芽组织成立 30 周年的微
博中，珍·古道尔如此说到。

1994 年，中国的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
北京成立，现在已有超过 130 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 1.6 万个根与芽小组活跃在世界各
地的学校、社区和企业中。

关注身边事，改变从自己做起

创立的缘由决定了根与芽专注的领
域。

“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主要专注的领
域是环境、动物和社区，珍·古道尔博士希
望大家能关注身边，从身边事开始做起。”
北京根与芽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总干事
钱蕾指出，“与一般的科普工作不同，我们
所做的环境教育是激励青年人行动，助力
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像珍博士说
的，‘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在北京根与芽实习过一年的知乎用
户表示，根与芽对于高校社团的环保项目
扶持力度很大，从纳新开始就给予物资
支持，此外还有专门的环保项目扶持资

金。
多年来，根与芽小组自发组织实施了

很多项目，青岛阳光伙伴根与芽小组的东
亚江豚保护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东亚江
豚是最小的鲸目动物，是我国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从 2018 年开始，青岛阳光伙
伴根与芽小组就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开
展渔港、城市和学校的调查、宣传、倡导活
动，提升渔民对江豚的保护意识。两年多
来，他们完成了有关江豚的 70 余份科研问
卷调查和多份江豚生物采样，采访渔民
300余人，往返行程达 7000 余公里。

根与芽的活动还深入到打工子弟学
校和乡村学校。2013 年起，根与芽开展了

“童享自然”教育项目，通过自然课堂、户
外探索、教师培训、环境艺术大赛等形式，
补充学校课程的欠缺。“当然，有些地区可
能在资源获取上会存在一些不足，根与芽
也在积极拓展新的方式。”钱蕾说。

尝试“破圈”，用故事触动人心

珍·古道尔博士曾说她的工作就是传
递希望，为了分享她的经历和环保故事，
传递她对环境问题和生态保护工作的见
解，珍·古道尔开通了微博、入驻了青年人
热衷的哔哩哔哩网站。

在哔哩哔哩上，珍·古道尔分享了她
与“动物家庭成员”的故事，大猩猩、小猪、
大象等都是她的家庭一员，兴起之时她还
会模仿各类动物的声音，满屏的弹幕都在
夸赞她的风趣可爱。

这样“破圈”的尝试还有很多。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根与芽的很多
活动选择在线上开展，珍·古道尔也在很
多线上直播活动中同中国朋友见面。在
第七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她做了题为

《疫情之下的自然教育是推动改变未来的
希望》讲座；在得知中国穿山甲被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从《中国药典》除名
后，她专门录制视频表达喜悦之情。

除了直播、讲座外，根与芽还联合深
圳老马等人公司开发了三款环保桌游。
其中，“4A 氟石牛仔裤”游戏需要参与者

“化身”生产牛仔裤的小镇企业主，切身体
验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抉择，了解
消费文化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0.2m2

垃圾填 埋 场 ”游 戏 需 要 参 与者通力合作
处理社区垃圾，用不同视角参与垃圾分类
和处理；“星球改造”游戏则让 参 与 者 成
为 外 星 星 球 的 第 一批开拓者，经历塑料
的发明、城市的扩张、环境污染等重大事
件，在发展和保护之间做出决策，走向不同
结局。

钱蕾强调，根与芽的核心理念并不会

因为“破圈”而改变，他们希望向更多人传
递青少年的力量，助力个人的改变。

寻求突破，继续发挥青少年力量

把线下活动搬到线上，如今的根与芽
更加注重新媒体平台的运作和管理，与小
组和伙伴们持续保持着沟通。着眼未来，
钱蕾和她的同事有了目标。“今年，根与芽
将继续关注青少年赋能和灵长家园全境
守护两项主题工作。”

据介绍，青少年赋能包括青年领袖培
育和大学生生态支教项目，前者着眼于培
养关怀型青年环保领袖，每年选拔并培育
1 名~3 名青年环保领袖，并通过他们的成
长激励更多的青少年采取行动、做出改
变；后者致力于通过发动大学生根与芽小
组组建生态支教队伍，为中小学特别是中
西部地区的学生提供环境教育。

“灵长家园全境守护”项目关注的则
是中国本土濒危灵长类动物的保护和相
关宣教，以及“黑猩猩伊甸园”计划。钱蕾
介绍说：“一方面我们与国内灵长类动物
保护区和在地组织合作，开展小组组建和
环境教育等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继续
支持非洲的黑猩猩救助和保护，关注珍·古
道尔博士一生所研究和保护的动物。”

本报记者王双瑾 通讯员刘
珈希 陕西省西安市智慧环保综
合指挥中心近日联合西安市生
态环境局经开分局共同举办“探
秘环保智慧大脑”主题宣教活动，
为经开第十一小学的同学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生态环境教育课。

“我们的卫星遥感系统就是
一台高高悬挂的高清照相机，每
次经过西安时，就会帮我们拍一
张‘全家福’，并且标出西安易形
成污染的地区，便于生态环境局
的工作人员管控治理”。为了让
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智慧环保”，
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比喻，生

动 形 象 的 图 文 ，引 导 孩 子 们 思
考，引领着他们在探索“环保智
慧大脑”的宝藏游戏中，认识到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树立起保护蓝天、守护绿色
家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伴随着课堂内容的推进，工
作人员以现场提问的方式，进一
步向学生普及日常生活中的绿色
环保行为。孩子们的精彩回答也
得到了现场工作人员的一致点赞。

活动最后，主办方向学生们
赠送了环保帆布袋和环境知识
宣传册，号召将所学知识传递给
父母，共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探秘环保智慧大脑

西安生态环境教育课开讲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实施之际，在距长江只有
200 米的上海行知中学，通过一
堂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引导学
生们共守母亲河。

教 科 室 老 师 闫 白 洋 通 过 图
表、数据及实验等方式，与学生一
起探索水质对生物的影响。之

后，师生一同来到长江岸边进行
实地考察，让学生近距离地感受
母亲河的生态现状。

闫白洋表示，希望通过拓展
体验的方式，教会学生们爱护长
江，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
新华摄影报道

征文要求：
1.作品要围绕环保设施开放主题，谈经历讲感想，体裁

不限（诗歌除外），要求思想健康向上，作品每篇限 1500 字
以内。

2.征文时间为 2021 年 3 月至 12 月，应征作品将择优刊
发，投稿邮箱：jingjie1201@qq.com

3.来稿均须原创。稿件请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及详细
通联。

“公众看环保设施开放——

我的探我的探秘之旅秘之旅”
主题征文启事

2017 年生态环境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启动环
境监测设施、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及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等四类设施向
公众开放活动以来，各地积极主动谋划开放内容，精心设
计参与形式，使开放活动稳步有序推进。

全国各类环保设施开放单位通过组织线上线下开放
活动，带动影响公众 1.1 亿人次。人们通过设施开放活动，
了解环保工作，参与环保行动，以此建立起了顺畅的公众
参与沟通渠道，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为进一步宣传环保设施开放取得的积极成效，搭建环
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的交流平台，中国环境报知行版将组织
开展“公众看环保设施开放——我的探秘之旅”主题征文
活动。

本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公众在参与环保设施开放
活动中难忘的经历、深刻的感受及创新的参观故事等，通
过公众的视角和个体体验，展现各地为丰富开放方式、提
升开放实效采取的各具特色的做法，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
成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新鲜速递新鲜速递新鲜速递新鲜速递新鲜速递新鲜速递新鲜速递新鲜速递新鲜速递

力 N 次方

唯有行动唯有行动才会有希望才会有希望
““根与根与芽芽””走过走过 3030年年，，近近 11..66万个小组活跃在世界各地万个小组活跃在世界各地

◆本报记者鲁昕

参加夏令营，经营公众号，制作纪录
片，设计表情包，参与国际会议……

是什么让五湖四海、专业各异的青
年学子一同发力，使劲“折腾”？

他们的回答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为迎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

缔约方大会（COP15）的到来，身在世界
各地的中国青年学子，依托（中国）青年生
物多样性行动网络（以下简称CYBAN）的
平台，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讲述中国故

事。他们跨专业、跨地域合作，努力让专
业知识“破圈”，被更多年轻人所了解，也
让中国故事“走出去”，被世界所了解。

CYBAN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作为
以大学生社团为主发起的聚焦生物多样
性的全国性青年组织，他们希望培育一
批具有多元视角、宽广视野，能够担当未
来绿色发展重任的优秀青年，向国际社
会展示中国青年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实践行动。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获悉，今年北京全市
计划完成义务植树 100 万余株，
抚育树木 1000 万株。40 年来，北
京已有超过 1 亿人次通过各种形
式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植树 2.1
亿株，助力绿色北京建设。

数据显示，从义务植树开展
前 的 1980 年 到 2020 年 底 ，北 京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12.83% 提 高 到
44.4%，森林蓄积量达到 2520 万
立 方 米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由
20.08%提 高 到 48.5%，人 均 公 共
绿地面积达到 16.5平方米。

40 年来，北京创建首都森林
城 镇 30 个 ，首 都 绿 色 村 庄 1026
个，新增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
位 6718 个、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

社区 511个。
近年来，北京在全国率先开

展“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建设，目前，已建成 25 个此类基
地，今年，全市将新建 4 个区级基
地、7 个街乡级基地、7 个社村级
基地。市民可通过“首都全民义
务 植 树 ”公 众 号 和 首 都 全 民 义
务 植 树 网 ，在 线 预 约 、咨 询 和
捐资。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全市将新增城
市绿地 400 公顷，恢复建设湿地
1000 公顷。其中，在核心区、中
心城区和城镇地区大力推动疏
解增绿，实现与水系蓝网、城市
慢行系统互联互通。

张雪晴

把话筒递出去，我们听到了更多青年
的心声。2020 年 11 月，CYBAN 传播团队
成员深入国内多所高校，随机邀请近百名
学生，畅谈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与思考，并
录制视频。视频里，中国青年面对“你是否
愿意用专业所学，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邀约时，一份份发自肺腑的“我愿意”，掷地
有声。

青 年 的 态 度 与 担 当 ，令 闻 者 为 之 一
振。青年的创造力，亦令人欣喜万分。

2020 年 12 月 ，“ 生 命·存 在 ”生 物 多
样 性 暨 濒 危 物 种 卡通表情包设计大赛上
线，活动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及毕业生，征
集了 692 份参赛作品。“高校学生的积极参
与，从侧面反映了年轻人对生物多样性的
关注。”作为活动合作方，中欧伙伴交流项
目执行组的组长张会君说。来自中国和欧
盟的几位评委，都对兼具创意、趣味和教育
性的参赛作品赞不绝口，直呼评选难度太
大。

张会君坚信，青年朋友制作的表情包
会受到更多网友的喜爱和分享，进而推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意识提升。

“要让青年一代感知到，关注环保是件
很自然的事，投身环保是件很方便的事。”
浙江大学教师林琰旻认为，青年从单向发
声，到双向交流，并传播到国际社会，都需

要平台、工具和项目来推动和实现。
而 CYBAN 恰 好 就 提 供 了 这 样 的 平

台，让青年能发声、有收获、有长进。曾是
原环境保护部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的邵
立炳，去年就作为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 师 ，指 导 7 支 队 伍 参 加 表 情 包 设 计 大
赛。他坦言：“我鼓励大家参赛，也是想让
更多的青年学子加入到环保行列，并精进
专业，以赛促学。”

潜移默化中，这些年轻人将自己对未
来的规划，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系在一起。

胡潇逸计划，进一步探索将农业和生
物多样性发展有机结合；邓琦琪希望，继续
发挥 CYBAN 传播团队青年人各专业之所
长，开展公众传播；郭昊婷则期盼着有机会
亲临国际会场，见证中国青年讲述鲜活的
生态环保故事。

这样的机会，或许并不遥远。今年，
COP15 会 议 将 在 中 国 昆 明 举 办 。 作 为
COP15“ 青 年 参 与 ”分 论 坛 的 参 与 单 位 ，
CYBAN 也正以雄厚的专业知识、跨学科
的人才储备、多样的宣传方式，加强宣传推
广，积极挖掘中国青年守护生物多样性的
鲜活案例。

聚焦生物多样性，一批中国青年在讲
述同龄人的故事，他们也在用行动书写美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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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妍凌通讯员徐昌昊

今年 1 月，纪录短片《青年守护自然》
正式上线。结尾处，一群青年背靠绿水青
山郑重承诺：“青年守护自然，有我在。”

短片摄于去年 8 月的浙江省金华市，
40 余名中国青年集结于中国青年生物多
样性夏令营。他们来自国内外高校，组成
8支队伍，开展为期 3天的野外考察。

青年们走村入户，把学问延伸到山水
间。他们探索民俗文化对鸟类多样性保
护的影响，引导公众在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中保护自然，研究人类活动对溪流水生态
系统的影响……

青年们用知识和行动，助力当地居民
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胡潇逸
和队友们聚焦金华市婺城南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内的野生果树资源。他们在当地
收集了 100 多例标本，制作成野生果树资
源的图册，并将合理利用野生果树的经验

分享给当地居民。胡潇逸说：“希望利用
保护区内的野生果树资源，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提供实质性帮助。”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等专业的学子团
队，则从能力建设、资源利用和生态教育
3 方面，为南山自然保 护 区 提 供 管 理 优
化 建 议 ，并 完 成 了 原 创 调 研 报告《从管
护和监测体系看南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
样性》。

发现 332 种野生植物、119 种野生动
物的“复旦联队”注意到，当地居民对入侵
物种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为此，我们将制
作南山自然保护区外来入侵物种的图册，
供当地居民学习。”

青年们的行动，就是生动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故事。在第五届联合国中国青少
年环境论坛上，8 支队伍分别作了夏令营
调研汇报，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闪闪发
光”的行动力。

“我们需帮助青年一代，树立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认知，让认知走在认同的前
面，让认同转化为实践。”浙江大学创新
创业研究院青年教师林琰旻说。

那么，如何影响和吸引更多青年参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

CYBAN 的微信公众号以此为目标，
持续输出相关理念和知识。自 2019 年 12
月 27 日“青年生物多样性行动网络”微信
公众号上线以来，4 个精品专栏发表文章
200 余 篇 ，不 间 断 地 向 读 者 提 供 主 题 鲜
明、稳定更新的科普内容：“自然密码”栏

目挖掘文学作品中的物种知识，“生灵剧
场”栏目讲述人与生物的奇妙故事，“博文
广识”栏目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科普园地，

“时闻万物”栏目解读可供学界参考的政
策和热点。

“原创内容持续更新的背后，是一支
全 凭 兴 趣 与 热 爱 走 到 一 起 的 新 媒 体 团
队。”CYBAN 指导老师虞伟说。

CYBAN 传播团队成员，是来自国内
外 13 所高校的 27 名学生。他们从统筹、
策划、编辑、文字、视觉影像等多方面，为
CYBAN 微信公众号的原创内容生产与

◎足迹遍山野——
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讲给居民听

◎声浪传千里——
13校学子“破圈”协作，线上传播主攻青年

传播，贡献跨学科的智慧与力量。
郭昊婷在加州大学学习环境政策分析

与规划。作为运维组组长，她负责整个团
队的协调调度。“每周日晚是我们的例会时
间。在线上，天南海北的小伙伴一同开麦，
为下周的选题和内容献计献策。我们常常
为了一个Logo、一种排版讨论得热火朝天。”

青年传播者深谙青年受众的偏好。科
学严谨、生动有趣的内容，让 CYBAN 公众
号迅速收获了大批年轻读者。

中国海洋大学新闻系大四学生邓琦琪
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她很少关注环保类
新闻，一次无意间点开朋友圈的CYBAN文
章分享，却就此“入了坑”。“它让科普变得

更有趣，让受众变得更多元，文科专业的
我，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些什么？”加入
CYBAN 这支年轻的传播团队，这是邓琦
琪的选择。

从读者变成了作者，邓琦琪很喜欢这
个新角色。每次认领选题后，她会完成大
量 的 文 献 阅 读 和 科 学 梳 理 ，做 到 准 确 无
误。“对我而言，生物多样性不再是一个陌
生的名词了。你知道哪里蕴藏着 1/3 的生
物多样性吗？我知道，是土壤。”

青年传播者输出的内容，正在影响更
多青年。作为 CYBAN 理事长，浙江大学
植物学专业的张晟璐兴奋地说：“如今越来
越多的公众号都申请转载我们的文章。”

◎同行者众多——
学子青春规划里，融入生物多样性保护

北京今年将植树100万株

40年超1亿人次参与义务植树

图为根与芽组织孩子们图为根与芽组织孩子们
共享环保桌游共享环保桌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