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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今年 10 月在云南
昆明举行。为全面做好 COP15 大会宣传，充分展示各地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和显著
成效，推动形成公众广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氛围，在 COP15 执
委办指导下，中国环境报社将于 2021 年 6 月-8 月面向全社会开展

“保护多样之美 共建和谐家园”生物多样性主题有奖征文活动，以展
示各地、各机构组织及公众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案例故
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宣传保护理念，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主要内容
以散文或纪实形式讲述志愿者、行业从业者等公众，以及中小学

校、环保社会组织、公益机构、高校社团等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和参与
的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故事和实践案例，以及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项目模式的探索与推广，以此提高公众关爱自然、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意识，推动更多人参与保护行动，交流分享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
用和普惠的案例。

■征文要求
（一）征文需传递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弘扬时代主旋律，倡导尊重

自然、保护自然、热爱自然的理念和精神；
（二）要求文字精炼，主题鲜明，真实生动，文笔细腻流畅。

散文类 2000 字以内，短篇报告文学 4000 字以内。
（三）所有作品均须附带 3-5 张图片，且须为.jpg 格式，每幅

照片长边须大于 2000px，文件不小于 2M、不大于 5M；
（四）应征作品可附视频，时长不超过 3 分钟，格式为.mp4，

像素要求 1920*1080 及以上，横屏录制。
（五）所有作品须为原创作品，未公开发表，如因抄袭、盗用

他人作品或歪曲事实等情况产生纠纷的，由作者负责。
（六）征文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中国环境报、中国

环境 App 将设立相关专栏，择优刊发应征作品，并对优秀作品进
行奖励。

（七）征文作品版权归主办单位。
■征文投递方式
（一）所有稿件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地址和电话等联系方式，

发送至征文专用邮箱：jingjie1201@qq.com
（二）联系电话：010-67112251

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报社

百草园里探秘：亲身体验感
知物种多样性

“小朋友们快坐好，五谷园里众仙齐
聚，他们可都要去参加一场举世瞩目的生
物多样性大会呀。”伴随着“谷子爷爷”的介
绍，麦子姐姐、科学家姐姐等相继登场，拉
开了这场生物多样性主题活动的序幕。

幽默风趣的科普短剧，用孩子们喜闻
乐见的形式讲解了各类物种，也传递了即
将在我国召开的 COP15 大会所具有的非
凡意义。

随后，孩子们按照年龄分为“叶之队”
和“花之队”，分别领取各自“寻宝图”，在百
草园里开始了探秘之旅。

“叶之队”的瑞瑞带着弟弟奔走起来，
很快便有了发现。

“我找到了卡片上的胡桃叶，高高大大
的树，原来它的果实就是我们吃的核桃。”
瑞瑞高兴地说着，弟弟也发现了薄荷叶，矮
矮的一丛丛，闻起来沁人心脾。

不一会儿，“叶片”小侦探们都有所收
获。在“科学家姐姐”的讲解下，孩子们不
仅认识到，原来身边会有这么多类型的树
叶和植物，还亲手感知它们的各异形态、各
种质感。也正是这些多样化的物种，才构
成了美丽的自然环境。

园区探秘告一段落，动手实践接力而
来。年龄小的孩子在老师带领下进行落叶
堆肥，他们认真计算碳氮比、细心收集落花
落叶、努力挥舞小铲子翻动堆肥箱，一个个
动手干活劲头十足。

高年级的孩子则进一步学习了解“蜜
蜂”这个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物种，并动

手 为 城 市 中 的 独 居 小 蜜 蜂 搭 建“ 蜜 蜂 客
栈”。

“看，这是我为紫壁蜂建造的巢穴，老
师说，它们可在土墙壁或有孔的物体上筑
巢。现在我知道了，蜜蜂也是我们的好朋
友，我一点也不害怕它们了。”参加活动的
一诺小朋友对记者说。

短暂却又充盈的一上午很快过去，孩
子们纷纷依依不舍地说，“下次还来。”

精心设计课程：寓教于乐注
重动手实践

物种、自然、生物多样性，这样宏大的
主题，究竟怎样能落到一场活动的实践之
中？

“看起来只是半天的探究活动，但是从
教案研讨、设计到准备实施，我们近 10 位
老师前后忙了 20 多天。”北京教学植物园
自然教育部副部长明冠华向记者介绍，之
所以选择把“六一”的活动主题选定为生物
多样性，也是充分结合当下的热点，“与时
代热点结合起来开展自然教育，往往会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对于专业从事自然教育的工作
者而言，更早的策划甚至源起去年。“生物
多样性的很多内容，本身就与我们老师的
专业领域有关，我们之前的工作也是围绕
这个主题、围绕人与自然展开，所以做起来
也得心应手。”明冠华说。

尽管活动主题了然于心，但如何让每
一次的活动都创新形式、更能吸引孩子们
积极参与并真正有所收获，还需要下一番
功夫。

明冠华告诉记者，生物多样性主题非

常宽泛。“为了加深理解，我们设计了概念
的引入，借用科普剧的形式，向孩子们普及
COP15 大 会 ，并 介 绍 我 国 的 生 物 保 护 现
状。”

同时，要考虑把宏观知识转化为具象
的呈现。“比如生动多样性在我们身边都有
哪些体现？落点到一株植物上，通过观察，
孩子会发现叶子不一样，花也不一样，经过
自己的 探 究 ，会 加 深 印 象 ，也 会 把 模 糊
的 概 念 变 成 真 正 感 知 的 内 容。”明冠华
说。

在她看来，要吸引孩子来到教学植物
园，就不能枯燥地学习理论知识，而是要更
注重体验和参与，强调动手实践。“只有活
动设计得有趣味性、寓教于乐，变成鲜活的
故事，孩子们真正参与进来，才能引起他们
情感上的共鸣，引发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
转变。”

培育探究能力：提升爱护自
然保护生态意识

作为北京市级环境教育基地，北京教
学植物园一直探索以科学的方法引导孩子
们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在公众号上，他们
精心策划的诸多活动常常是名额“秒没”，
深受孩子喜爱。

近年来，围绕自然保护与生物多样性，
他们从不同领域培养孩子实践、创新和探
究能力。如每年举办“夜游植物园，探访
夜精灵”公益科普夏令营，孩子们在“昆虫
旅馆”“刺猬小吃店”“植物园的夜”等有趣
的活动中，体验夜幕下的大自然，领略多样
物种的神奇与智慧。

为培养保护昆虫的意识，老师会带领

孩子们一起利用园区里的木头、秸秆、树
叶、树皮等材料，设计搭建充满趣味的“昆
虫旅馆”。通过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在幼
小的心灵中播下热爱生命、保护环境的种
子。

北京教学植物园还研发“植物大课堂”
自然体验课程，把植物园这一天然课堂打
造成“植物大课堂”，学生们可以在园内观
察植物的花和芽，认识它们的生长变化，并
用自然笔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在探
究实验室里，利用显微镜观察细胞，探索芳
香植物释放香味的奥秘。

除了在园区内开展丰富活动，北京教
学植物园还将探究活动延伸到校园。

“比如我们开展的北京市中小学生植
物栽培大赛，就是学校、师生、家庭共同参
与的全过程栽培体验活动。”北京教学植物
园自然教育部部长李广旺介绍说，学生用
观察、绘画和拍照等形式记录植物成长，通
过自主参与植物播种、养护、栽培管理等过
程，习得了栽培知识，亲近了植物，形成了
敬畏生命和热爱自然的道德品质、健康的
生活理念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我们所有活动设计的初衷，就是通过
观察、了解和近距离接触这些可爱的动物
和植物，让孩子们对大自然产生感情。”李
广旺希望，通过活动能够培养和提升孩子
保护动植物、进而保护生态的意识。

“更长远的目标是，通过设计各种自然
教育实践课程，推行生态文明教育，努力践
行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李广
旺如是说。

◆于天昊

身着户外服装，手握相机，穿
行在山间林地，遇到动植物便“拍
照打卡”并进行观察记录，这是生
物多样性调查人员在工作中的状
态。

笔者在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
参加了一场由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组织、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
究所调查人员参与的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活动，亲眼见证了调查员
的一天。

大雨、山路：调查员
的辛苦和“遗憾”

在丽水市龙泉市的一处山区，
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孙骏威，正带
队开展植物多样性调查研究。

“这是‘糯米团’。”孙骏威指着
山路旁的一株植物对调查队员说，

“因为将它的叶片揉搓开来有糯米
的软糯感，所以叫了这个名字。”他
取下一片植物叶片，揉搓成团，让
身旁的调查队员体验手感。

植物调查不仅靠眼观。调查
人员还会利用嗅觉记住植物特有
的味道，利用揉捻了解植物的手
感，甚至透过叶片的透光度和脉络
记住植物的信息。

一路湿滑泥泞，小雨未停，随
着不断深入山林，发现的植物越来
越多，路也越来越险峻。孙骏威
说，山里的调查，有时一走就是一
整天。“山中水多，弄湿鞋子是常有
的事，但是经常第二天还要穿着湿
鞋继续开展调查。”

“植物是太阳能在地球上的固
定形式。对植物的研究有着重要
的意义。”孙骏威说，“研究一些新
型植物，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寻找一些罕见的植物，调

查组开车前往更深处。可行至半
路，大雨滂沱，雨水打在挡风玻璃
上，前路难辨。虽心有遗憾，但调
查组不得不返回。孙骏威介绍，

“这样大的雨会影响视线，阻碍调
查，更重要的是，在山里不安全。
我们的调查，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流汗、受伤：调查员
的惊喜与“奔赴”

下午，一行人又一次进了山。
这次的目标，是查看布设在山间的
红外相机。

红外相机架设在动物常经过
的区域。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雍凡向记者
介绍，这些红外相机会通过红外
线，自动感应并捕捉动物的画面，
从而达到调查这一地区动物的目
的。但是，红外相机也需要定期维
护，例如更换电池、内存卡，检查是
否损坏等，一般维护周期在 3 到 6
个月。

山里尽是泥泞湿滑且没有开
发的“山路”。调查组只能摸着石
头、抓着树根和枝条上山。跋涉近
一个小时后，调查组才抵达第一处
红外相机的布设点。此时，大家都
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这次拍摄到了不少动物。”雍
凡打开红外相机的显示屏，翻看着
每一张拍摄的照片，突然惊喜道，

“看，这是黑麂，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这处布设点是距离山下最近
的 一 处 。 山 里 还 有 十 几 处 布 设
点。”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吴翼博士
说，“很多点位，甚至都没有我们走
的这种‘路’，有些时候，布设相机

需要一边开路一边前行。”
下山的路上，许多同行者都滑

倒多次，甚至有人磨破了皮，流了
血。吴翼回忆，有一次，一位调查
的同事滑倒，整个胳膊都划伤了。

“像这样的布设点，在浙江大约有
400 多处。每一处，都需要调查队
员定期前往查看和维护。”

“虽然上山下山路途辛苦，但
是看到红外相机里又拍到了许多
有价值的照片，就感觉很兴奋，疲
惫都会一扫而空。”雍凡对记者说。

深夜、清晨：调查员
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深夜十点，调查队员驾车出发，
开始了夜晚两栖爬行动物的调查。

“很多两栖爬行动物都喜欢晚
上出来，所以夜晚调查也是重要的
工作内容。”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延庆博
士说，“夜晚，特别是下过雨之后，
柏油路面温度会比周围略高，所以
许多两栖爬行动物会出现在马路
上。”

入夜，山里漆黑一片，调查队
的车子以每小时不到 10 公里的速
度，缓行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

不久，调查队员就在路上发现
一只中华蟾蜍。简单地观察记录
后，调查人员不忘把它放到路边车
辆不会行驶到的地方。温州大学
讲师郭坤博士解释道，这是为了避
免小动物被行驶的车辆碾压。

夜间亮度较低，要想依靠车灯
发现前方的动物，就需要集中注意
力观察。一路上，身形小巧的动物
也难逃调查队员的“法眼”。比如
盘 起 来 还 不 如 手 掌 心 大 的 钝 头
蛇。“你看，它的头很钝，不尖。”众
人迅速用相机记录下了钝头蛇活

动的仪态和样貌。
“夜晚出行很容易困。”郭坤对

记者说，“但是每发现并记录下一
个物种，就会有喜悦感和兴奋感，
就是这种感觉支撑着我们夜间调
查。”

这 一 晚 ，调 查 人 员 或 行 走 溪
边，或跋涉草丛，凭手电筒和头灯
的光，调查周边动物。

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调查组
不仅喜欢深夜行动，也喜欢清晨出
发。“鸟类一般喜欢清晨和傍晚出
没，且这时候鸟类种类一般会比较
多。”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崔鹏博士说，“所以观
察 鸟 类 ，不 仅 要 起 早 ，还 要 天 气
好。”

与其他类群的调查相比，鸟类
调查需要练就一双“顺风耳”。因
为鸟类灵活，不太容易捕捉到它们
出现的时刻，因此，“听”就成了观
察鸟类需要练就的一大绝技。

很多观鸟爱好者，为了一个优
美的鸟类镜头，在某个位置一守就
是很多天。浙江野鸟会副理事长
程国龙说：“但是调查研究不允许
我们长时间停留，因此，通过鸟类
的叫声来辨别鸟的种类，就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方法。一路听，一路观
察，就能有很大的收获。”仅花了 1
小时左右，调查人员就观察记录到
30多种鸟类。

短短两天时间里，调查队员行
走在密林山野，穿行在溪流和陡
坡，走过夜色和清晨，擦破过皮，踩
过湿透的鞋，浑身是土，汗流浃背，
沉重的相机在他们肩头压出印子。

可是，每当那些动物、植物出
现在眼前，他们的眼中又迸发着光
彩，迫不及待地用手里的笔杆和设
备记录下这些生命。

一位调查人员说：“每一个生
命都值得敬畏，每一次记录都是一
次致敬。”

“保护多样之美 共建和谐家园”

生物多样性主题征文活动启事

冒雨寻找、上山趟河、深夜出行

揭秘龙泉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8 岁的玥宝从老师手中兴奋地接过一个
“盲盒”，打开一看，放大镜、园区地图、资料卡
片等一应俱全。她迫不及待地拿上今天的任
务清单，开始了在北京教学植物园的“寻花”
之旅。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孩子的呼声：“我找
到了！就是这种花。”通过颜色、形态的比对，
玥宝找到花朵，看一看、闻一闻、摸一摸，她开
始认真填写手中的“任务单”。

探秘花朵、研究叶片、落叶堆肥、制作蜂
巢，这场充满童真又创意感十足的户外小课
堂活动，源自北京教学植物园开展的“生物多
多 快乐多多”——生物多样性主题活动。

孩子们在这里探究身边丰富多彩的生物
世界，度过了一个开心而充实的儿童节。润
物细无声间，他们也在心里种下一颗“爱生
物、爱自然、爱地球”的梦想种子，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加入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列。

本报讯 经甘肃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批准，由甘肃省生态
环境厅牵头制订的《城市生活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
放技术规范》《环境监测设施、
危险废物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 理 设 施 向 公 众 开 放 技 术 规
范》两项地方标准，日前向社会
正式发布实施，填补了甘肃环
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地方性法规
空白。

这两份标准进一步明确了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环境监测
设施、危险废物及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设施 4 类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的要求、点位、形式
和流程、管理等内容，为甘肃省
环保设施向公众常态化、制度
化开放提供清晰的操作依据，

对提升开放水平和开放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2017 年以来，甘肃省生态
环境厅采取印发实施方案、定
期公布名单、举办专题培训、定
期组织活动、制作宣传品、加大
宣传力度等 6 项措施，扎实开
展 4 类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
作。目前，甘肃省已有四批 62
家设施单位列入国家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单位名单，参观人
数近 7万人次。

下一步，甘肃将认真推动
两项地方性标准有效执行，进
一步拓展石化、电力、钢铁、建
材等领域向公众开放，提高开
放频次，丰富开放方式，提升开
放效果，切实增强公众环境意
识。

张兴林

甘肃：

出台环保设施开放地方标准

走进自然，探究身边多彩世界
◆本报记者张黎

新鲜速递

从今年 1 月起，河南省生态环境厅与省教育厅联合开展生物
多样性保护主题绘画作品征集活动。活动以《我眼中的生物多样
性》为题，面向全省征集儿童绘画作品，旨在提高少年儿童热爱大
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意识，通过小手拉大手，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
为公众的自觉行动。来自全省 3440 所幼儿园、小学的近 4 万名学
生参与活动，共征集到超过 3.7万幅绘画作品。图为郑州市管城回
族区青山路小学潘姝辰的作品《“镜”色》。

本报记者刘俊超供图

图为孩子们在观察、记录动植物。
张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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