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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我们讲师团以南理工化院绿色时代环
保协会为建设主体，在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指导下贯穿绿
色低碳这条主线，进学校、进社区等开展生态环境自然教
育，获评‘2020 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作为全省选树的典型，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团委书记张天娇在江苏高校生态文明志愿者讲师团建设工
作视频座谈会上，与 6 所高校分享了 3 年来建设讲师团的心
路历程。

站在“十四五”新起点上，江苏如何进一步提升生态文
明宣教工作？如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碳达峰碳中和”
等理念宣传摆脱空洞说教？“建设江苏高校生态文明志愿者
讲师团”的想法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创新
之举，更是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的具体实践。

亲身实践传递低碳理念

将绿色低碳宣传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江
苏探索在高校建设生态文明志愿者讲师团，引导大学生社
团走出校门，融入社会，向社区居民、学校师生、单位职员宣
讲低碳知识，鼓励公众从需求侧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倒逼供
给侧转变绿色生产方式。

“宣讲环境治理成效我们在行，但面对消费减排、低碳
生活和区域碳汇等新领域，讲师团也经历了从旁观者到亲
历者的转变。”南理工化院讲师团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2020 年秋，碳达峰、碳中和等话题成为社会热点，江苏
省环保宣教中心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随即以月牙湖自然
学校为平台，南理工化院讲师团为调查团队，月牙湖管养单
位御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技术指导，设计了区域碳汇调
查方案。

项目以碳汇量较大的乔木作为调查重点并得出结论，
月牙湖片区乔木总碳汇量约为 5201 吨/年。这是自 1998 年
月牙湖公园成立以来的首次碳汇调查，不仅为区域碳汇提
供了数据，也为碳汇主题生态环境教育提供了素材。

带着调研成果，南理工化院讲师团走进苜蓿园社区，举
办“月牙湖乔木调查”专题讲座。“我们 34 名成员分成 5 组开
展调查，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但只有亲身参与实
践，深入调查研究，才能让大学生志愿者讲师面对社区居民
时，心有底气。”

随后，讲师团还以“废品银行”“家庭节能减排档案”
“自助绿化养护”为专题，走进月牙湖街道 8 个社区开展低
碳讲座。大学生志愿者讲师用具体案例和数据帮助居民理
解生活中如何做到绿色环保，深受公众欢迎。

线上线下联结教育网络

生态环境教育需要不断扩大受众面，才能推动全社会
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广泛共识，并为之付诸行动。面对新
冠肺炎防疫的新要求，讲师团积极发动网络宣传，线上线下
齐发力，达到社会化教育的目的。

参考“江苏月牙湖自然学校”微博的教育形式，南理工
化院讲师团开设了“南理工化院生态文明志愿者讲师团”微
博并由专人负责。在线下讲座结束后，以“动态+教育”模
式，重新整合讲座要点内容发布，取得良好阅读效果。

讲师团还利用微博及时发布动态信息，通过这样的线
上扩展，有效扩大了生态环境宣传教育的覆盖面。

除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外，目前河海大学水
文水资源学院团委也借助河海大学溯源保护母亲河协会，
完成了大学生生态文明志愿者讲师团组织架构，目前正积
极着手开展南京七桥瓮湿地本底调查，计划 9 月走进附近
社区、学校进行湿地碳汇宣讲。

下一步，江苏生态环境宣教部门将与高校团委携手努
力，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手段，开展社会化生态环境自然教
育，打造符合区域特点、自身特质的高校生态文明志愿者讲
师团品牌。

我国的物种特别丰富，被列
为世界上 12 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
富的国家之一，也被称做“巨大多
样 性 国 家 ”（megadiversity coun-
try）。

科学家们根据一个国家的脊
椎动物、昆虫中的凤蝶科物种和
高等动植物的数目，从而评定出

“巨大多样性国家”。这些国家分
别是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厄
瓜多尔、秘鲁、扎伊尔、马达加斯
加、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物
种数占了全世界上述类群物种总
数的 70%。这也成为后来人们按
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将我国排在
全球第 8 位的由来。虽然这只是
科学家评估的结果，但基本上反
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
和地位。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特点总体
上可概括为丰富和独特，具体包
括以下几个特点：

物种丰富多样。据《中国生
物物种名录 2008》，我国拥有高等
植物 34000 多种，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是世界上裸子植物最多的国
家，几乎拥有全球温带的全部木
本属；脊椎动物约 7300 种，占世界
总种数的 14%；还是世界上鸟类种
类 最 多 的 国 家 之 一 ，共 有 鸟 类
1445 种，占世界总种数的近 15%；
我国的鱼类占世界鱼类总种数的
17.5%。

虽然这些数据一直处在不断
的变化中，但对总体趋势和我国
生物多样性的地位并未有丝毫影

响。
特有属、种繁多。我国生物

区系的特有现象明显，高等植物
中特有种最多，约 17300 种。在我
国的脊椎动物中，特有种有近 700
种，占 9%以上。人们熟知的有“活
化石”之称的水杉、银杏、银杉和
攀枝花苏铁以及大熊猫、白鱀豚
等，都是我国的特有种。

区系起源古老。由于中生代
末（距今约 6500 万年）我国大部分
地区已上升为陆地，第四纪冰期
又未遭受大陆冰川的严重影响，
我国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保留
了白垩纪、第三纪的古老残遗物
种，如木兰、木莲、含笑等。我国
很多陆栖水栖脊椎动物中不少都
是古老种类，如羚牛、大熊猫、白
鱀豚、扬子鳄、大鲵等。

种质资源丰富。我国的栽培
植物、家养动物及其野生亲缘的
种质资源非常丰富，作物品种、药
用植物、牧草、观赏花卉等也异常
丰富。我国的农业有 7000 年以上
的悠久历史，很早就发掘、利用、
培育繁殖了自然环境中的遗传资
源，因此我国的栽培植物和家养
动物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果树种
类居世界第一位。

目前，人类生活和生存所依
赖的动物和植物，很多起源于我
国，而且我国至今还保有它们的
大量野生原型及近缘种。我国同
样 具 有 悠 久 的 野 生 动 物 驯 养 历
史，是世界上家养动物品种和类
群最丰富的国家。家养动物中，
还有大量的特有种资源，在长期

的人工选择和驯养之后，产品的
经济学特征、生态类型和繁殖性
状以及体型等方面形成独特、丰富
的变异，成为世界上特有的种质资
源宝库。

生态系统丰富多彩。我国具
有丰富的陆生生态系统、海洋与
淡水生态系统，具有地球陆生生
态 系 统 的 各 种 类 型 ，如 森 林 、灌
丛、草原、稀树草原、草甸、沙漠、
泥炭、高山冻原、冰川等。我国的
淡水生态系统类型和海洋生态系
统类型也同样丰富多彩。

丰 富 的 传 统 知 识 和 民 族 文
化。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多民族的
特点，我国与生物多样性直接相
关的传统知识、民族文化和传统
习俗也丰富多彩。如藏族宗教信
仰对珍稀物种的保护，哈尼族对
神山、神林的保护，蒙古族对草原
的保护，以及纳西族不准砍伐水
源林、不准在树木生长期砍伐、不
准猎杀孕兽和幼兽的传统等，都
是对生物多样性最好的保护。

各民族的传统医药是生物多
样性可持续利用知识和文化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在 吉 林 长 白 山 地
区，当地“放山”（即进山采挖野生
人参）的习俗中就有“抬大留小”

（只能采挖大的人参，尚未长成的
小参要留下给后人）和“红榔头布
种”（如发现有成熟的人参种子，
要将种子采收并就地 播 种 ，供 后
人 采 挖）等 传 统 ，这 些 传 统 知
识、民族文化和习俗都对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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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肖琪

如何让生物多样性保护话题变如何让生物多样性保护话题变
得像应对气候变化一样得像应对气候变化一样，，被全社会所被全社会所
熟知熟知，，这是目前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这是目前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者所努力的方向工作者所努力的方向。。事实上事实上，，与气与气
候变化一样候变化一样，，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需要
与每个人建立联系与每个人建立联系，，需要每个人的积需要每个人的积
极行动极行动。。

在中国环境报社在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记协中国环境记协
共同主办的共同主办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我们
在行动在行动””环境茶座活动中环境茶座活动中，，长期从事长期从事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家学者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家学者表示，，通通
过多样化教育过多样化教育、、多渠道参与多渠道参与，，推动更推动更
多公众关注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多公众关注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关键任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关键任
务之一务之一。。

日前，我跟随北京凉水河科考
队伍，来到了槐房再生水厂。

走进厂区，这里给我的第一感
觉是——壮观！只见 4 个巨型水罐
映入眼帘，它们仿佛在“秀肌肉”，炫
耀着自己处理污水的能力。

然而除此之外，并未见到其他
污水处理的装置，取而代之的是一
大片绿地。

地上所见之景只是冰山一角，
水厂真正的心脏其实位于地下。我
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乘大巴进
入地下参观。在长 800 多米、宽 600
多米的地下污水处理空间，每天可
以产生 60 万吨再生水。经过一系
列沉降、过滤和生物处理后，再生水
澄清透明且没有异味，与自来水在
观感上并无差异。恶臭的污水不再
被白白浪费，而是变成有用的再生
水，我不得不感叹污水处理技术的
神奇。

大片的绿地景观，也给我留下
了极深的印象。这是完全用再生水
养护的一片城市人工湿地，有潜流
区、表流区等不同湿地结构，芦苇、
芦竹等各种植物在这里得到集中展
示。

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湿地有着
进一步净化再生水的功能。经过土
壤和植被的净化，含氧量进一步升
高，氮、磷化合物则减少，防止水华
等现象的发生。

可见，人类积极呵护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就会给人类提供福祉。这
样的设计，让我充分感受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带来的美好。

参观槐房再生水厂，我陷入了
思考。一方面，为北京环境改善而
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在心里默默
计算着，针对环境治理的投入与产
出，如何能有更好的规划？

在聆听了槐房再生水厂总工所
讲述的再生水处理技术的不断迭代
后，我不仅感慨于现代科技的进步，
同时也为奋战在一线的工程师辛勤
付出创造的优美环境而喝彩。

当得知污泥处理车间存在噪声
及异味等工作环境时，他们的勇于
担当让我感动，也让我不禁想到，假
如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同样会
尽 最 大 能 力 去 做 研 究 、去 脚 踏 实
地干好本职工作。

作 为 一 名 爱 好 化 学 的 高 二 学
生，我开始考 虑 大 学 的 选 择 方 向 ，
或 许 可 以 将 爱 好 变 成 专业，有一
天我可能会成为技术创新能手，为
北京水环境的改善做出自己的一份
贡献。

当然，现在的我，除 了 学 习 好
科学知识外，还将通过河湖科考，
通 过 更 多 力 所 能 及 的 志 愿 服 务，
带动身边同学和家人从小事做起，
逐步提升生态环境意识，为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北京而不断
努力。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白艺翔

我国生物多样性有哪些特点？
◆张风春

开展科普宣传，推动主流化进程

人类在不断发现新物种的同时，也有物种面临着
灭绝的命运。“很多人会说动物的灭绝都是自然而然
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又为什么要保护？”北京永续
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项目经理彭奎表示，这里面存
在着一定的误解。

据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发 布 的《地 球 生 命 力 报 告
2020》报告显示，从 1970 年到 2016 年期间，监测到的哺
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种群规模平均下降
了 68%。彭奎认为，“这样的速度和现状实际上与人类
活动影响直接相关。”

因此，让更多公众充分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重要性，迫在眉睫。

“这些年来，我们去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讲授生物多
样性保护知识，探索公众怎样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
个议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原首席专家
张风春告诉记者，“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应该成为趋势。”

在长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相关从业者致
力于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案例，对保护区志愿
者、全国各地的社区人员、师生、媒体人士等人群进行
培训，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传递出去。

“过去几年，我们的项目面向中国 3 万多所绿色学
校开展生物多样性教育，不仅做到系统性，还具有针对

性，如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重
要的地区，我们会将宣传材料翻译成当地语言，以便更
好地开展宣传教育。”张风春告诉记者。

如今，生物多样性漫画大赛、主题摄影比赛以及夏
令营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这些都成为宣传保护知识、
传递保护理念的有益尝试。

“今年 COP15 即将召开，这是一个把生物多样性
保护理念宣传给更多人的机遇，抓住机遇，我们现在就
要积极行动起来。”彭奎表示。

建立激励机制，壮大在地保护力量

“目前，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自然保护区的
建设管理上做了很多工作，但这还远远不够。”彭奎认
为，我们需要更多手段和更多人参与，让政府和民间
共同行动起来，采取民间公益保护地和社区治理保
护地的方式，依靠共同参与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升效力。

有没有当地人的参与，是决定很多地方生物多样
性保护成效的关键。“因此，我们引入了社区协议保护
机制。”在彭奎看来，这一机制能促进当地社区居民成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

如果保护行为能为当地人带来利益，那么社区居
民就能由被动者化为主动者。“我们希望 当 地 人 能 提
供 生 态 服 务 ，可 以 种 树 或 者 开 展 巡 护 ，这 些 都 能 为
他们带来经济收入。另外，当地还可依靠良好的生
态环境发展生态产业，进而获取可持续的收入。”彭奎
说。

激励机制成为在社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
成功经验，它不仅壮大了在地保护的力量，还让这种力
量变得更可持续也更容易复制推广。在三江源地区，
当地牧民签订保护协议，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成立保
护小组，开展反盗猎行动，进行野生动物监测和水质监
测，同时也发展生态经济。

“我们要让生态经济通过某种形式跟保护行为联
系到一起，比如设立社区基金，把社区经济发展的一部
分利益用来支撑保护行动。”彭奎表示。

如今，GEI 社区保护全国示范点有 6 万多人直接

受益于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式，同时也扩大了 20 万公顷
的社区保护地。在三江源地区，牧民用藏语做监测记
录，也依靠着对野生动物习性熟悉的优势，在保护行动
中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组织特色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

除了壮大在地保护力量，生物多样性保护还依赖
于公众认知的提升。

“我们举办劲草嘉年华活动，就是希望让更多人了
解保护地的情况，参与到一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中来。”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理事会理事、劲草嘉年华
组委会主席朱仝分享道，过去 4 年，机构走进了 27 座城
市，举办了 41场户外和户内的嘉年华活动。

嘉年华活动包括举办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演
讲，组织公益市集售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文创产品，
举 办 生 态 摄 影 展 等 。“ 活 动 把 自 然 保 护 地 和 野 生 动
物的生存现状展示给公众，让更多人知道保护地的
情况。”朱仝补充道，每场嘉年华活动的线下参与者大
概 有 500~1000 人 ，4 年 来 累 计 线 上 线 下 受 众 人 群 有
7700 万。

在嘉年华活动的生态摄影展上，一张张照片令人
震撼，有动物、植物，也有海洋、大山和河流。人们好奇
一只昆虫的长相，也惊叹于大自然的壮美景观。

“除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宣传
公益跑活动，今年的户外生物多样性嘉年华活动还增
加了一个森林音乐会的环节。”朱仝介绍，他们期待在
中国开创一个先例，让听众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席地而
坐，由中国顶级的交响乐团来做一场零碳音乐会。用
音乐的感召力，让公众既聆听音乐，又欣赏大自然的
美，激发公众对自然的热爱。

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和故事触达更多的人
群，就意味着活动本身要更有吸引力，这对环保机构而
言同样充满了挑战。朱仝认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公益项目推向市场，离不开产品化思维，需要有设计、
开发和宣传。

只有当生物多样性更加主流化，传播给更多公众，
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愿为改善北京水环境
贡献一份力

广东观音
山国家森林公
园近日开展生
态环境教育研
学活动。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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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看环保设施开放——
我的我的探秘之旅探秘之旅”

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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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和谐家园

▲图为三江源社区的巡护员

▶图为劲草嘉
年华深圳站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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