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知 行】
星期三
2021.10.20

■责编: 王琳琳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jy@126.com

05-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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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我回农村奶奶家小
住。那里虽然没有高楼大厦，
但是远离喧嚣嘈杂，村内树木
郁郁葱葱，每到傍晚，凉意丝
丝入扣，身心十分惬意。

但 是 ，让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还是跟随乡亲们找蝉，听
那若隐若现的蝉鸣。

傍晚过后，我和奶奶会在
大门外乘凉，时常看到村民左
手拿矿泉水瓶，右手拿着手电
筒，出门找蝉。看着他们乐呵
呵的样子，我心里痒痒极了，
特别想参与其中，便央求奶奶
让我随他们一起去。大部分

时 候 ，奶 奶 会 笑 眯 眯 地 对 我
说，“去吧，别添乱就行”。

闷 热 的 夜 晚 ，远 方 的 蝉
声、近处的蛙鸣就 像 是 夏 天
的一首交响曲。我跟在叔叔
婶 婶 后 面 ，顺 着 手 电 筒 的 光
线 ，仔 仔 细 细 地 盯 着 乡 间 的
小路，湿漉漉的草丛，高高的
树干，寻找着蝉的足迹。每找
到 一 只 ，内 心 都 十 分 欢 欣 雀
跃。

不 过 令 人 泄 气 的 是 ，有
时 耗 费 大 半 个 晚 上 ，只 能 捉
到十几二十只。叔叔婶婶告
诉 我 ，以 前 他 们 都 是 满 载 而
归的。

我不禁想起以前读过的

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
蝉要经过四年黑暗中的苦工，
只有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
是蝉一生的真实写照。

深夜，灯灭。黑色如潮，
浓墨铺展，遐思无边……生长
是不易的，毁灭却在一瞬间。
我们的这种“捕杀”行为，会给
蝉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来
年夏天，蝉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吗？若隐若现的蝉鸣，会彻底
消失吗？

我希望大家行动起来，保
护自然，使人类能够“春听鸟
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
雪声”。（作者为北京市顺义区
第一中学学生）

让蝉鸣常驻夏天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第 41 个世界粮食日来临之际，故
宫博物院与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
推出“故宫零废弃，环保‘食’力
派”主题活动，联动故宫博物院内
7 家餐饮店，通过升级用餐场景、
鼓励光盘及自带杯优惠等措施，
邀 请 观 众 共 同 践 行 食 物“ 零 废
弃”，助力建立反对浪费的社会风
尚，增强公民节约意识。

故宫餐厅、冰窖餐厅、角楼咖
啡等七家餐饮店积极响应，成为

首批故宫“零废弃餐厅”。
通过设计系列参与游戏，构

建零废弃餐饮场景，打造全新餐
饮文化氛围，观众可得到不一样
的就餐体验。如趣味打卡游戏，
观众只要完成自带杯或餐具、践
行光盘、喝空饮料、垃圾分类、剩
余餐食打包等任意一项“零废弃”
行动，即可兑换限量礼物；“自带
杯减两元”活动，活动期间，角楼
咖啡、九卿房、坤宁东院、位育斋、
冰窖咖啡厅 5 家饮品店或店内饮

品区提供自带杯点冷热饮可享受
两元优惠的福利。此外，餐厅还
准备了贴心的“零废弃”小礼物，
让观众将故宫零废弃理念带回到
日常生活中。

万科公益基金会“故宫零废
弃”项目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活动以贴近当代年轻人审美趋势
和流行文化的形式，让观众穿梭
于历史的文化长河，传承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是故宫博物院开展
公众倡导领域的又一创新尝试。

故宫推出首批“零废弃餐厅”
构建零废弃餐饮场景，倡导观众践行“食”力派

有人水和谐的湿地公园，有景秀业兴的美丽
乡村，有“绿意浓浓”的文化场馆……近日，浙江省
生态环境厅以深入推进“三为”专题实践活动为载
体，围绕群众日益高涨的旅游文化需求，创新推出
了浙江省“生态旅游地图”，推荐 21 处生态旅游
点，以电子地图的形式告诉群众怎么去、玩什么，
方便群众在金秋时节畅游浙江绿水青山、畅享浙
江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生态旅游，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保护
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准
则，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生态
系统，采取生态友好方式，开展的生态体验、生态
教育、生态认知并获得身心愉悦的旅游方式。

“此次浙江省‘生态旅游地图’中推荐的 21 个
旅游点，正是围绕‘生态旅游’的定义从全省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中挑选而来，包括 3 个湿地公园、6
个美丽乡村、3 个文化场馆、2 个森林公园、3 个自
然保护区、2 个农业园区、2 个自然人文景区，覆盖
全省 11 个地市。”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党史学习教
育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

浙 江 省 生 态 文 明 教 育 基 地 ，由 浙 江 省 生 态
环境厅每年评选命名一批，旨在全面推进生态
文 明 建 设 ，大 力 传 播 和 梳 理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提
高 全 民 生 态 意 识 。 其 评 选 范 围 为 在 生 态 文 明
建设领域有突出建树的先进典型；在全省或当
地 有 示 范 作 用 和 推 广 价 值 的 生 态 环 保 示 范 工
程 ；具 有 良 好 的 生 态 文 明 与 社 会 形 象 ，在 全 省
或当地有重大影响和较高水平的，同生态文明
建 设 密 切 相 关 的 ，注 重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教 育 辐
射 面 广 的 单 位 ，如 自 然 保 护 区 、风 景 区 、公 园 、
博 物 馆 、科 技 馆 、文 化 馆 、动 植 物 园 、学 校 、企
业 、社 区 等 。 从 2011 年 起 ，浙 江 已 先 后 评 选 命
名了 10 批共 238 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238 家 选 21 家 ，编 入 浙 江 省‘ 生 态 旅 游 地
图’，是综合考虑了它们的生态教育意义和休闲旅
游价值。带着家人和朋友来到这些地方旅游，既
能享受到优良的旅游服务，又能经历非同一般的
生态体验和生态教育。”浙江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中心相关负责人打开手机登录地图，点进嘉兴新
竹景区的页面介绍说。

据介绍，新竹景区既是一个江南秀美田园乡
村，又是一个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景区，主要包括嘉

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集镇及村域范围内历史
文物、高以永史料陈列馆、村史馆、学稼公社以及
生态农业农庄、民宿等，2020 年被命名为浙江省
第十批“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漫步在景区中，白墙黛瓦、水清岸绿、步步皆
景。然而谁也无法想象，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
景象。曾经的竹林村是远近闻名的生猪养殖大
村，全村污水横流、臭气熏天。2013 年，竹林村痛
定思痛，接连打出了“五水共治”、美丽乡村建设
等一系列转型升级组合拳，成功打造了 2.84 公
里 的 生 态 绿 道 ，并 在 沿 线 建 设 了 休 闲 公 园 、亲
水长廊、凉亭、步行景观桥梁等，全村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不仅“绣美”风景，竹林村还通过挖掘乡土文
化和历史遗存，重现民国年间唐纪勋创办的“学稼
公社”，并以沃之龙生态农庄为龙头，配套民宿、农
家乐、户外活动场地等基础设施和运营管理团队，
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发展生态绿色产业，带动农文
旅创齐头并进，开发了采摘、野炊、农事体验等业
态。同时发展互联网+农业，生姜、槜李、葡萄、水
蜜桃、甜瓜、水产、苗木等特色农产品远销上海、北
京、广州等地。

如今，竹林村完成了全域景区化建设。自竹
林景区开园以来，游览景区芍药花海、竹隐游船、

“小猪快跑”、“浑水摸鱼”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
让游客在赏景、游玩，愉悦身心中，切身体会到一
个养猪大村到省级 3A 级景区村庄的蝶变过程，接
受一次生态教育。截至 2020 年底，竹林景区共计
接待游客 42.6 万人次，接待各类党政考察团 320
余个，实现综合旅游收入超 160 万元，同时带动了
竹林村民就业。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3 年的 14
万提升至 256万。

除了嘉兴新竹景区，还有浙江省自然博物馆、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浙江米果果生态农业基
地……在一张浙江区域行政电子地图上，一个个
生态旅游景点的照片、地理位置、旅游资源等一目
了然。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优化地图功能，持续挖
掘、收集各地绿色生态旅游资源，加以统计、整理、
提炼，进一步完善‘生态旅游地图’，打造点线面结
合的生态旅游网络体系，为广大群众休闲旅游、生
态体验提供便利，服务生态旅游业发展，助力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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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 CBD）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COP15）近日在云南
昆明举办。在生态环境部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等主办的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由北京易善信用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 基金会）
等 机 构 发 布 的《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益 资 助 白 皮 书

（2021）》（以下简称报告）第一次对中国生物多样性公
益慈善资助进行数据分析。

数据显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环境公益捐赠
中占比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

17.57亿元公益捐赠被用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

报 告 对 2016 年 -2020 年 全 国 公 益 捐 赠 进 行 了
数 据 采 集 。 经 过 分 析 ，在 过 去 的 5 年 中 ，我 国 环 境
公益捐赠总额达 25.23 亿元人民币，其中 17.57 亿元
用 于 生 物 多 样 性 相 关 的 资 助 ，占 比 达 69%，远 高 于
污 染 防 治 、能 源 与 气 候 变 化 领 域 的 资 助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的 公 益 捐 赠 也 保 持 较 快 的 增 长 速 度 ，从
2016 年-2020 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21%、35%、43%和
29%。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张立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过去 20 年，
中国的社会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发挥了极其
重 要 的 作 用 ，在 亚 洲 象 、雪 豹 、滇 金 丝 猴 、大 熊 猫 、
绿孔雀、中华穿山甲等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上，都
有社会组织的身影，通过试点示范，撬动了更多的
社 会 资 源 ，配 合 政 府 部 门 在 濒 危 物 种 保 护 上 开 展
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公益组织还在生态系统修
复、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上开展了大量的示范，
为国家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
的经验。”

报告显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资助领域，用
于 生 态 修 复 和 保 护 的 捐 赠 资 金 规 模 最 大 ，占 比 达
66%。而以物种保护为首要目的的捐赠占比 23%，民
间资金主要集中在江豚保护、雪豹保护和滨海鸟类保
护上。另有超过 6000 万元捐赠，用于国家公园和自
然保护地领域。

可喜的是，COP15 正在推动中国的捐赠者开始
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以

“一亿棵梭梭”和“蚂蚁森林”为代表的植树造林为主
的公益项目，占据了生物多样性捐赠的较大份额。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公益资助分析的易善
数据创始人陶泽认为，这和捐赠者更容易看到保护行
动和产出有关。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项目主任杨方义，
参与了此次报告的数据分析和报告的撰写。他从数
据中关注到积极的一面：“比如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
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会等资助型基金会，能够通过专
业的服务，提高企业家个人和企业捐赠资金的使用有
效性，这是十分积极的变化。”

未来可期，让更多公众愿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捐赠

过去 10 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资金持
续加大。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安排超过 2600 亿
元资金投入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是 2008 年投入的 6
倍。不过，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仍主要依赖于政
府的公共资金投入。

此次调查也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捐赠领域
相关工作仍有提升空间。

当前，公益慈善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仍显
不足。过去 5 年中，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投入的
公益捐赠，虽然是环境资助中占比最大、增长最为迅
速的，但是在我国整体公益捐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不足 1%。而相较于过去几年我国公共资金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上投入的资金，公益捐赠所占比重也较小。

同时，公众捐赠在环境捐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我国环境捐赠的主要捐赠人为企业捐赠人，他们的捐
赠占总直接捐赠额的 64.53%。报告认为，全行业有必
要更为主动地和公众连接，让公众能够成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支持者，并逐步完善公众捐赠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渠道和支持机制。

张立说：“我们需要让更多公众知道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价值，并愿意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捐赠。”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业基础设施投

入仍显不足，愿意投入相关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捐赠者
依然是少数。

杨方义介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国际环保
组织通常会编制各类指南和标准，形成各类知识库，
来支撑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但我国用于这类知识库开
发和运营的捐赠却严重不足。对于目前社会关注的
海洋保护和绿色“一带一路”等领域，公益捐赠投入也
较少。“未来我们需要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专业环保捐
赠服务平台，来服务公众和企业捐赠人。”杨方义说。

此外，报告还发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用于国
际环保合作和海洋保护的资金严重不足，生物多样性
公益项目影响力也有待提升，在项目设计和传播上，
总体较为“碎片化”，以宣传教育为主的活动、植树造
林等简单易行的活动居多。未来中国环保公益行业，
需要注意项目的策略和协同，更加关注项目对于生物
多样性目标的贡献。

“要取得更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和政府、企业加
强合作，用公益捐赠来撬动更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资金，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果。”张立建议，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并让各类捐
赠者能够感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的效益。

具体来说，随着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
流化，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家政策结合，通过撬动
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迫
切性更加强烈。在扶贫、乡村振兴、疫后灾后重建等
重点捐赠领域，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扩大环境
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影响力的可行路径。如通过提供
生态扶贫、生态防灾领域的解决方案，达到 1+1 大于 2
的效果。

在日前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 约 方 大 会 第 15 次 会 议（COP15）
NGO 平行论坛上，《2020 环境资助者
网 络（CEGA）报 告》（以 下 简 称 2020
CEGA 报告）发布。据悉这是环境资
助者网络（英文简称“CEGA”）连续第
三次发布年度报告，向国内外环保公
益从业者分享中国环境公益的最新实
践。

相比前两次报告，2020 CEGA 报
告不仅总结国内主要环境资助者的实
践，还扩大了对受资助对象环境公益
组织发展的关注，让读者更加了解环
境公益领域的资源分配现状和发展态
势，并特别设置了新冠专题和气候变
化专题，梳理疫情挑战下环境资助者
和环境公益组织携手合作的优秀案
例，使得报告逐渐成为社会各界洞察
中国环境公益发展的重要工具。

256个生态保护类项目，获
1.78亿元资助

报 告 显 示 ，CEGA 成 员 单 位 在
2020 年为中国环保公益行业提供了
约 2.96 亿元的支持，非 CEGA 成员的
7 家基金会 2020 年环境资助金额总计
2394.37 万元，两类环境资助者合计共
提供了 3.19亿元的公益支持。

在六个环境领域中，生态保护领
域获得的资助金连续 3 年上升，2020
年占比首超 50%，达 55.6%，其资助额
和占比 3 年来始终为最高。两类环境
资助者在 2020 年为 256 个生态保护类
项目提供了总计约为 1.78 亿元的资
助。

而这一领域中，物种与栖息地保
护方向近 3 年热度不减，项目数稳居
第一，占比超 50%。另外，荒漠、森林、
湿地、草原、海洋等生态系统的修复
中，森林获得的关注最高，湿地、草原
和海洋获得的关注相对较低。

同时，报告显示，受访环保公益组
织在 2020 年提供的项目中，生态保护
和 宣 传 教 育 类 数 量 最 多 ，占 比 超 过
70%，受访环保公益组织的项目数据
与 CEGA 成员的资助项目数据进行简
单比较，可以看到双方在各领域的项
目数量比重几乎完全一致。这从一个
侧面显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一直是国
内环境资助者和基层环保组织工作的
重点。NGO 的参与呈现持续性、多样
性的特点，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不

可或缺的主体之一。

过半机构希望在“公众传播
支持”和“能力建设培训”方面得
到支持

为了更好地了解受资助对象环保
公益组织的发展现状，今年报告增加
了对国内环保公益组织发展情况的调
查分析。

报告显示，近 6 成受访机构 2020
年 收 入 未 超 50 万 元 ，较 上 年 略 有 增
加，72%机构全职员工在 5 人或以下，
占比较上年增加 10%，同时年收入 50
万至 100 万机构占比较上年翻倍，年
收入 500 万以上的机构华北最多，资
金主要来自国内基金会资助。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 ，近 4 成 环 保
NGO 较上年收入下降，32%组织收入
较上年提高，30%组织与上年持平，整
体收入状况相对去年报告中机构预测
形势较为乐观。

同时，从 CEGA 成员的资助金额
来看，在 10 万元以下的项目资助依然
最多，占比 42.8%，50 万元及以上的资
助项目占比近 20%，连续 3 年走高，显
示了资助项目结构改变，大额资助项
目占比增加的趋势。两者结合来看，
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环境公益资金的
分配和流动轨迹。

在发展规划方面，近 3/4 受访环
保组织已形成清晰战略定位，超过八
成有稳定团队，亦有 64%的受访机构
面临筹资不足的问题，3/4 的受访机
构认为“筹款能力不足”是机构目前面
临的最大挑战，68%的受访机构希望
从环境资助方获得“行业资源推荐与
链接”，超过一半的受访机构希望环境
资助者能够在“公众传播支持”和“能
力建设培训”给予支持。

最后，报告梳理了 CEGA 成员单
位对环保公益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
分析，相较去年呼吁从业者增强危机
意识，今年更关注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专业性、联合发声联合行动、核心业务
和团队成为建议的关键词，提出海洋
保护、绿色低碳、气候适应领域的组织
数量和专业性亟待提升。同时，报告
梳理环保公益组织在生态保护、污染
防治、气候变化应对、宣传教育、环境
法治 5 个领域的年度实践，并通过新
冠专题和气候变化专题，让环保公益
领域从业者更加了解发展趋势和机
遇，为机构业务布局和规划提供参考。

2020环境资助者网络报告发布
物种与栖息地保护方向项目数稳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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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2008-2015）

图2：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捐赠用途（2012-2020）

单位：万元人民币

二级领域分类

•生态修复

•物种保护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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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国环境捐赠人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