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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见习记者余常海

“无废校园行动 2021（重庆）”活动日前正
式启动。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与重庆市
生态环境局、市教委、团市委和渝中区政府、两江
新区管委会以及万科公益基金会等联合主办。

此次活动启动仪式暨培训会以线上方式举
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在视频
致辞中鼓励师生共同行动，并带动家庭、社区乃
至全社会积极参与“无废校园”行动。重庆市巴
蜀小学在校师生发出建设“无废校园”倡议，北
京、重庆、深圳 3 地专家在线分享了建设“无废
校园”的经验做法。

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固废污染
防治课程纳入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秋天的重庆，层林尽染，落叶纷飞。“落叶和
我们的厨余垃圾混合在一起，等待发酵以后，就
可以成为有机肥，帮助蔬菜更好地生长。”在重
庆市森林实验小学，老师正在向学生讲述如何
利用餐厨垃圾和花园废弃物来做校园“堆肥
箱”。

渝北区龙山小学则利用废旧物品举行环保
时装秀；渝中区中华路小学收集树叶制作成游
戏道具，让同学们在娱乐中对废物进行重新利
用……如今，这样的“无废校园”实践活动在重
庆的多所小学里屡见不鲜。

在“无废校园”行动启动仪式上，重庆巴蜀
小学的副校长李永强说，学校坚持“三关”，即关
门、关灯、关电脑，每个班的电表度数还会作为

“反馈”内容。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垃圾的旅
行”“营养小博士”“乐评嘉年华”等活动，全面促
进学生思考、实践环保行动，让学生成为守护绿
色校园的“小主人”。

“其实不止巴蜀小学，重庆的很多学校都有
机地将环保理念融入学生日常的学科课程和活
动课程，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树立节约环保的意
识。”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全国第二个“无废校园”试点城市，重庆今
年将通过“无废校园”建设，将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课程纳入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引导师生
主动参与“无废校园”建设与创新，推动低碳、绿
色的生活方式在学校及学习、生活中渗透，吸引
人们共同参与“无废城市”建设。

“无废校园”建设工具包升级更
新，提升师生实践水平

此次“无废校园行动 2021（重庆）”活动的
启动仪式上，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无废校园”
项目负责人推介了《无废校园建设行动指南》

《无废校园教师手册》《无废校园学生活动手册》
《无废校园实践工具手册》等素材，为“无废校
园”项目实施提供了具体指引和建议措施。

记者特别留意到一个名为“无废校园建设
工具包”的材料，其中包括《无废校园实施地图》

《无废校园教师行动指南》《无废校园学生行动
指南》和《无废校园活动百宝箱》。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是针对“无废城市”
建设中的“校园细胞工程”开发建设的指导文件
和可供学校及师生实践应用的工具，由重庆师
范大学、少年先锋报社联合成立的“无废校园建
设工具包”研发小组研发。

项目组副组长、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教授郝明君告诉记者，研发小组围绕项目在
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探索

“无废校园”建设的行动路径、方法等，通过校园
行动指南、实施地图、师生实践手册、应用百宝
箱等实用工具，来指导校园及相关群体参与“无
废校园”“无废城市”建设，提升师生实践水平和
创新，推动建设体系不断完善。

“工具包虽然还处于研发和完善过程中，但
和之前的相比已有了更新和升级，更加契合新
时代的要求。”郝明君表示，未来，工具包将为

“无废校园”提供更为丰富的指导和帮助。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已累计推动创建“无废

学校”“无废工厂”等 16 类 680 余个“无废城市细
胞”，围绕全民行动体系建设，谋划短视频大赛、
创意艺术展等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

“无废城市”建设的浓厚氛围，5 项经验做法纳
入全国典型模式。

而在“无废校园”建设中，重庆也将进一步
探索标准化模式，促进校园精细化建设和特色
打造，将“无废意识”融入校园管理，把“无废文
化”融入校园文化，推动“无废理念”入脑入心。

“无废意识”融入校园管理

重庆启动2021

“无废校园行动”

◆本报记者张黎

又一年的“双十一”如约而至。
这几天，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快

递包装回收”，北京上班族代芸惊讶
地发现了一片新天地。

“你会进入天猫专门助力回收快
递包装的活动页面，在这里，你去家
附近的菜鸟驿站取包裹，把包装放进
回收箱，还能换鸡蛋。没想到还有这
样的玩法。”不仅如此，专题活动主页
还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代芸有 42 个
绿色物流包裹，减碳共计 3088 克。

“原来我去快递驿站寄快递，也
能减碳。”代芸与记者分享自己的新
知——消费者步行到驿站或者代寄
点，可减少快递员由网点上门取件使
用 交 通 工 具 带 来 的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
经过计算，这小小之举就可以让 1 个
包裹平均减碳 9克。

尽管玩法不断升级，甚至被批套
路满满，可今年“双十一”最大的不同
或许在于，“低碳”成为贯穿这场全民

购物狂欢的全新关键词。

“老玩家”拿出了新玩
法，平台打出低碳牌

悄然间，“双十一”走过 13 个年
头。在节能降碳的浪潮下，互联网行
业平台纷纷打出低碳牌，使得“双十
一”从“绿意渐浓”到“绿满人间”。这
其中，是搞噱头还是来真的？

就在 10 月 27 日，天猫“双十一”
正式上线绿色会场，这是天猫首个以

“绿色、低碳”为主题的购物会场。据
悉，入驻“绿色会场”的商品符合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中国低碳产品等八
大认证标准，共 50 万款商品，将拉动
2000 余户商家一同参与到扩大绿色
低碳商品供给的场景中来。

商品更低碳环保的同时，快递包
裹也更绿色。

菜鸟联合多个全球消费品牌共
同发起“双十一绿色包裹倡议”，消费
者可在手机淘宝、菜鸟 App 搜索“快

递包装回收”进入“双十一”绿色专区
“绿色商城”，挑选采用了绿色包装
（包括无胶带拉链箱、可降解包装和
使用原箱发货）的商品。

在闲鱼平台，人们可以参与“以
旧换新”，回收金额可直接用于新机
购买抵扣，此外还能享受补贴；购买
活动范围内的一级能效标准家电，也
能额外获得绿色消费券。

此外，电商平台还着力在源头减
少浪费，践行低碳。

早前京东宣布，将通过使用减量
化包装、循环包装以及回收材料等举
措推行消费环保。用户每收到 1 个包
裹，平均可以节约 210 克的纸类包装
材料、11 克的一次性塑料和 25 厘米
的胶带。同时，平台将充分发挥绿色
基 础 设 施 和 技 术 效 能 ，采 用 绿 色 电
力，这将是最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
的一次“双十一”。

在运输方面，京东将通过用新能
源物流车替换传统燃油厢式货车，让
运输更低碳清洁。

在网友 JOJO 看来，“不管怎样，
绿色低碳变成了我随手就能参与的事
儿，也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这就会
激发我的参与热情，我选择支持！”

绿色消费热度不减，成
为潮流深入人心

采访中，记者也留意到“双十一”
的“变”与“不变”。

一方面，由于直播带货等新形式
的崛起，一年到头购物促销活动让人
目不暇接，很多网友表示自己变理性
了，倾向于按需购买，不会特意凑热
闹参与“双十一”。

而另一方面，人们拒绝为冲动消
费、过度消费买单，使得低碳环保的
绿色消费倍受青睐、依然坚挺。

来自天猫的一组数据就印证了
这样的答案。11 月 1 日零点刚过，天
猫绿色会场就迎来消费高峰，开售 1
小时内，人们下单买走了 2.5 万个节
水马桶；开售 9 小时内，共有 12 万多

件绿色家电被订购。
从减碳贡献值来看，仅绿色会场

内，售出的洗衣机预计减碳 345 吨，空
调 预 计 减 碳 260 吨 ，冰 箱 预 计 减 碳
194 吨。人们欣喜地发现，网购不再
只有“剁手”之痛，还可体验“减碳”之
乐。

闲鱼、苏宁易购等平台也表示，
希望通过补贴、赠送优惠券等方式，
推动用户淘汰高能耗旧家电，推动绿
色家电的普及，促进低碳生活方式触
达更多消费者。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比起节能
降碳，低碳“双十一”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倡导绿色消费，利用“双十一”强大
的影响力，让绿色消费在平台上成为
一种趋势，让低碳生活成为人们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一部分，从而推动“双
碳”战略实施。

“ 消 费 者 如 果 偏 好 低 排 放 的 产
品，就会倒逼企业采取低排放的生产
方式。”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社
会学室主任阳平坚在接受采访时说。

“双十一”不只“剁手”，参与“减碳”其乐无穷

“远古混沌之神，在高度城市化的未来世界，依然艰难地
维护着人与自然的秩序。而你，在这个未来世界，会以学者、
商人、工业党、农场主的身份，参与到秩序建设中来。在一轮
轮的博弈中，拓展领地，升级产业。当然，在行业建设中，会产
生碳排放，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会引发灾难，不仅让你会陷入
破产，还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的覆灭。”

以上引人入胜的情节，来自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CYCAN 组织的一场气候变化主题桌游。

“一个玩家可能有双重身份。作为资深桌游玩家，这正好
是我没有见过的一种方式。”参与者如是说。

而在 CYCAN 看来，玩家需要不断思考人与人之间、国与
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几个小时的头脑风暴不只限于
一张板块地图，还映射了真实世界，并启发关于发展与减排的
深层思考。

用有趣的桌游形式了解气候变化，只是 CYCAN 联结青
年的创新形式之一。作为一家引领青年关注气候变化并一起
行动的公益机构，如何“花式”吸引年轻人参与、讲好气候传播
故事，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如此，翻看 CYCAN 组织的公众号，你会发现很多种
类多样、创意新鲜的线上线下活动。

相对严肃的如“气候共学营”，为不同专业领域关注气候
变化的青年提供一个共学、共享的社群空间；“SDG13 气候行
动”主题工作坊，携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Movers项目，带领青
年深入探讨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后果，思考如何具体地将气候
变化与生活联系起来，参与到气候行动中；“让传统重新流行”
主题活动，则号召青年互动上传视频、讲述家庭绿色故事，共
同探寻复兴家庭传统中的可持续生活方式。

“今年，我们还开发了一整套青年消费行为干预工具，引
导绿色低碳生活。”CYCAN 传播官员孙逍说，他们不仅设计
碳计算工具，还尝试低碳消费视角下的公共叙事工作坊，开展
21天低碳消费社群共创等。

总之，在线上，项目选择深受青年学子喜爱的社交媒体平
台，进行图文、趣味创意视频传播，吸引青年的目光；在线下，
依托高校环保社团，精准地开展针对高校学生的靶向传播。

CYCAN 团队认为，唤起青年环保力量格外重要。一方
面，学生时代的环保行动经历对持续参与环保发挥着重要的
启蒙作用；另外一方面，青年力量能够发挥火种的作用，在短
时间内撬动社会公众的参与。

秉持这样的理念，CYCAN 希望把在项目中总结的经验，
分享给更多关注青年和气候变化的环保机构及个人。“同时，
我们也想对青年领袖和环保社团传达这样的理念：你们都是
孕育新一代环保力量的核心力量，肩负着重要且神圣的使命，
或许起初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小，比如在校园或社区宣传垃圾
分类、节约粮食，但其实这些行动有着宏大的背景和目标，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孙逍对记者表示，团队也期待今后与更多伙伴共同探索
发展路径，更有效、有力、有趣地扩大环保议题在青年群体中
的影响力，以激发更广泛公众的响应与行动。

“低碳打卡的第 6 天，我每天都在好好吃饭、好好光盘，慢
慢成为了习惯。尤其是看到小程序里的节约量达到 0.20 吨，
真的很有成就感，让我们一起，为低碳环保加油！”

在陕西师范大学低碳体验周活动的 QQ 群里，管理员黄
李阳作为参与者，不仅坚持打卡，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激励着群
里的 800 多位伙伴们。“每个人做一点点，汇聚起来就是不可
忽视的贡献。”

在校园里发起低碳体验周活动的，是陕西师范大学“环保
DIY 俱乐部”。同许多高校环保类社团一样，“环保 DIY 俱乐
部”成立于十几年前的绿色风潮渐起之时。

“如今我们的志愿者有 200 多人，是学校规模较大的社
团，去年还荣获校十佳社团的第一名。”“环保 DIY 俱乐部”执
行长、大二学生夏莉娟欣喜地说。

11 月初，远在英国的 COP26 正在火热地召开。夏莉娟和
“环保 DIY 俱乐部”的成员通过及时了解新闻资讯、学习相关
知识来紧跟这样的热点话题。

“气候变化这样宏大的议题，可能离我们学生有点远的。
但远，不意味与我们无关。在社团的理念中，我们更看重的是
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低碳生活。这是可以落地执行的，也能
带来实际的改变。”夏莉娟如是说。

在“环保 DIY 俱乐部”，“小事”成为环保文化的一部分。
比如号召社团成员养成随手关灯、光盘、双面打印等好习惯；
在开展社团活动中，不携带一次性瓶装矿泉水和奶茶，不打印
海报，也会倡导少点外卖。

尽管看起来都是微乎平常的随手之举，但就是在这样的
潜移默化中，绿色萌芽深深根植于青年人的心中。

时代的浪潮翻涌前行，一所高校环保社团如何创新求变、
吸引年轻一代乐于参与？

在线上，“环保 DIY 俱乐部”开展“光盘打卡”等活动，利
用小程序等科技手段，提升参与的便捷性。“更多时候，骨干成
员会发挥力量，把亲身参与的成果分享给周边人，互相鼓励激
励，就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线下，“环保 DIY 俱乐部”选择将环保线下活动与当下
流行相结合，抓住关键节点“蹭热点”，并设计丰富有趣的游戏
与互动环节来增强吸引力。

如针对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环保 DIY 俱乐部”就策划
了环保创意大赛，号召学生把快递纸箱 DIY 再利用，重新设
计、突出实用价值。获奖作品会发送给有需要的学生，手工类
工艺品则可以送给中小学生。“我们接下来也会尝试在循环利
用纸箱上‘做文章’，寻求相关合作。”夏莉娟说。

谈及未来，夏莉娟满怀期待：“希望明年，我们能推出一本
校园自然手绘图册，把校园美好的一面展现给更多同学。”

19 岁的陈语作为 CYCAN 青年代表团中的一员，来到英
国格拉斯哥。在这里，全世界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正在召开，陈语也由此
开启了自己为期一周的“气候之旅”。

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双专业，
让陈语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这是新兴的领域与专业。”陈语告
诉记者，其专业会探讨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
和环境等内容，并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和概念进行跨学科研究

（如贫困、健康和教育平等）。
能作为青年代表参与国际盛会，陈语和许多人一样，兴奋

欣喜之余，抱有信心与期待。
“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希望可以在此次会议中感受

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气候变化的雄心，从年轻的视角观察环
境的脉动。更希望能通过我的传播，展示中国青年风采，让世
界倾听中国的绿色发展好声音。”远隔重洋，陈语对记者说。

在陈语看来，参与 COP26也是一段奇妙的历程。
“会场中的每一份食物都标明了碳排放量。”陈语介绍说，

此次大会分为蓝区和绿区。蓝区为各个国家场馆和谈判区
域，是各国代表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召开各种主题边会以及
圆桌会议的核心区域。绿区则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展览和互动
区域，吸引了许多关注气候议题的公众前往。

而自己一周的工作紧张又忙碌。陈语参与了多个讲座和
对谈会，作为 CYCAN 的传播员，她还要负责将大会前方的信
息传递给更多人。

会场上，一场与英国“社会创新之父”Michael Norton 进
行的对谈，令陈语印象深刻。Michael Norton 放弃自己原本
的高薪职业，从研究自然科学，转型为致力于社会创新，并在
公益、儿童教育等领域帮助很多人。陈语说：“他在做实实在
在的事，且低调谦逊。这深深触动了我。是做光鲜亮丽的人，
还是做脚踏实地的人，我有了新的思考和定义。”

在陈语看来，最大的参会收获还是看到青年的行动。“和
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交流经验，大家驻足停留，分享各
自的故事，这一切让我感受到，未来就在青年手中。”

“如果希望更多青年参与气候行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
育。”陈语认为，对气候变化知识的普及教育可以大大提升青
年的认知。教育带动思想，带动创新，最终带动行动。让青年
越早接触到这方面知识，他们就能有越多时间去寻找参与气
候变化行动的方法。

朋友圈中，陈语分享了众多老师得知 自 己 参 与 COP26
后 发 来 的 祝 福 。 言 语 间 传 递 出 共 同 的 信 念—— 人 们 对 青
年 一 代 寄 予 着 无 限 的 期 望 。 改 变 世 界 ，青 年 在 行动，就现
在，就此刻。

CYCAN：

集结伙伴，
撬动青年行动

陈语：

“未来，
就在青年手中”

环保DIY俱乐部：

随手之举，
都会带来改变

青年公益组织

个人 高校环保社团

◆本报记者张黎

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六次缔约方大会正火热进行中。

在中国北方，提早而来的雨雪和大风，让今年变得
格外寒冷。

气候变化离我们很远？不，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行动，还是行动。作为世界的未来，青年在应对气
候变化的态度和行动至关重要，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
量。作为积极参与行动的一份子，中国青年对气候变化
议题的理解和应对能力不断提升，他们积极贡献个人智
慧、能量和创造力，助力拥抱更绿色、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试图通过个人、高校社团以及青年公益组织的
行动故事，展现当下青年一代的绿色实践，倾听那些年
轻且响亮的声音！

应对气候变化，
有 我 在 ！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联合国网站联合国网站

校园内外

▲▲重庆中华路小学开展无废校园互动体重庆中华路小学开展无废校园互动体
验活动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