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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在过去两年半时间
里，诺路团队户外活动已全部停止。
但活动没有了，人却不散。通过一场
一场踏踏实实办下来的活动，诺路团
队不断挖掘“宝藏”，总结“零废弃”和
志愿者管理经验，梳理标准化程序。

作为我国最早的环保社会组织
之一，“自然之友”改变了过去项目制
模式，向平台化方向发展。通过核心
志愿者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中来，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形

成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氛围。
经过多年发展，诺路团队发展

成为“自然之友”首个公益创新品
牌。诺路团队用“零废弃赛事、低碳
大会、零废弃音乐节、绿色办公/园
区”等成功案例，持续推广环保理
念，为大型活动“零废弃”实践提供
行动方案，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破圈
儿”，诺路团队发展出“零废弃”音乐
节、“零废弃”游园、“零废弃”会议等
形式，不断播撒绿色种子。

把对零废弃的坚持把对零废弃的坚持
用温柔的方式传递用温柔的方式传递

◆本报记者陈媛媛

“ 你 在 找 啥 ？”“ 找 垃 圾
桶。”“看这里。”

在 天 漠 音 乐 节 的“ 资
源 回 收 站 ”，不 同颜色垃圾
分 类 桶 是“ 自 然 之 友 ”的
Novaloop 团 队（以 下 简 称
诺 路 团 队）基 于 对 大 型 赛
事 的 环 保 回 收 经 验 而 定 制
的 ，既 保 证 了 最 有 价 值 的
废 弃 物 能 够 被 精 准 有 效 地
回 收 ，也 不 会 给 参 与 者 增
加太大的难度。

从 天 漠 音 乐 节 到 阿 里
巴巴 20 周年年会，从城市乐
跑赛到深圳新年马拉松，越
来越多的赛会中出现了“自
然 之 友 ”诺 路 团 队 的 身 影 。
他 们 在 现 场 引 导 参 与 者 进
行 垃 圾 分 类 ，致 力 于 让“ 零
废弃”实践成为大型赛会的

“标配”。”。

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带他们带
领一个团队领一个团队，，树立一个理念树立一个理念，，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通过一次次赛会通过一次次赛会，，让让““零零
废弃废弃””理念逐渐被人所熟知理念逐渐被人所熟知；；
通过一次次实地踏勘查找污通过一次次实地踏勘查找污
染源头染源头；；通过一次次耕耘尝通过一次次耕耘尝
试带动更多人参与环保试带动更多人参与环保。。

他们愿意他们愿意，，与年轻志愿与年轻志愿
者一起者一起将环保理念付诸行将环保理念付诸行
动动，，传递传递““零废零废弃弃””理念理念，，开开
创一片属于每个人的绿色创一片属于每个人的绿色
天地天地。。

◆本报记者陈媛媛

“团队每多一个志愿者，环境保护
就多了一张传播的口、多了一双行动的
手，环境保护的理念就会犹如水的波纹
一般一圈一圈地散播开去。”陕西省咸
阳市生态环保志愿者协会创始人王西
平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熟悉王西平都知道，他是一个闲不
住的人。从 2015 年 10 月协会成立起，
他就承担一些政府的环境宣传活动，进
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
……累计举办活动千余场，影响了数万
名咸阳市民。不少群众受到感染也自
愿加入协会，参加一些日常活动。

同时，咸阳市生态环保志愿者协
会还承担起咸阳市环境问题第三方暗
访监督任务。协会将工作人员分成 4
个责任小组，配备暗拍眼镜、无人机、
录 音 笔 及 PM2.5、PM10 等 多 种 检 测 设
备，对环境污染问题全方位进行暗访
监 督 拍 摄 ，同 时 外 聘 环 保 专 家 帮 助
分 析 环 境 数 据 ，通 过 暗 访 监 督 使 咸
阳 市 大 气 、水 、土 壤 等 环 境 污 染 问
题得以有效整改。

在暗访过程中，志愿者会将发现
的每一个问题拍摄成视频、照片，用经
纬度详细标注具体位置，并附详细问
题研判文字，第一时间上报给咸阳市
铁腕治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使所
有污染问题能够得以及时处置。

每一个月至两个月，环保志愿者
还会将发现的问题进行一次汇总报
告。将发现的每一个污染问题进行梳
理，将暗访监督拍摄的视频剪辑配音，
用文字详细描述污染类别以及精准定
位，汇总后直接交由生态环境部门，再
由主管部门报送至主管生态环境保护
的副市长审阅，以便相关部门对当前
一段时间环境问题进行分析预估，从
而减少环境污染问题发生。截至目
前，咸阳市生态环保志愿者协会作为
第三方团队已累计发现各类环境污染
问题 2312 个。

让环保理念像
水波般散播开

■“在中国做一场最干净的音乐节完全可行”

一场观众数以万计的大型活动或赛事，曲
终人散后，往往会垃圾遍布、污水横流。这样的
场景已不止一次在国内外大型活动后出现。相
反，如果有人在现场组织垃圾分类，废物利用率
会比平时至少提高 6倍以上。

从 2010 年起，“自然之友”“零废弃”赛会项
目人员就与一些大型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合作，
现场清理垃圾。吴骁作为参赛选手、环保方案
策划方，深度参与了 2016 年初的一场越野跑。
正是这次赛事，让他看到推广“零废弃”有很多
机会和空间。有环保人士呼吁，直接取消赛会
纸杯等一次性用品，这样就会少产生垃圾。可

在他看来，不应以“强制”参会者的方式，实现
“零废弃”目标。“现场鼓励每位参与者身体力
行，通过行为改变，共建美好环境；鼓励活动主
办方不断实现每一步微小的改变，不求一步到
位，这样就不会成为一种负担。”吴骁说。

2017 年，在日本 NPO 组织 iPledge 创始人
羽仁的介绍下，吴骁与“自然之友”的几位同事
一起赴日，参加“世界上最干净”的大型户外活
动——“富士摇滚音乐节”志愿服务工作，学习

“零废弃”公众倡导方法。这次学习更加坚定了
他的信念，“在中国做一场最干净的音乐节也完
全可行。”

■“团队成员不代替分类，而是引导观众自己动手”

在 资 源 回 收 站 的 垃 圾 分 类 桶
前，有观众将未经分类的垃圾一股
脑丢入桶内，志愿者站在旁边温柔
而坚定地进行劝说。多数情况下，
观众会捡回，重新分类投放。

“自己不动手分类垃圾。”这是
诺路团队对志愿者提出一个准则。
核心志愿者曾欣然介绍说，这一准
则脱胎于“自然之友”长期以来坚持
的“影响身边的人，再影响更多人”
的理念。

在 2018 年 5 月举办的 MTA 天
漠音乐节中，诺路团队结合本地实
际，向现场数万名观众宣传“零废
弃”理念及其意义，积极邀请观众

和游客参与垃圾分类，并将分类好
的垃圾打包搬运到垃圾站。

国内公众也逐步接受并乐于传
播“零废弃”理念。垃圾分类已在很
多赛会中得以推行，并得到了绝大
多数参会者支持和称赞。用过的纸
巾、筷子、饮料杯，吃剩的汤汤水水
被分开投放。部分参与者还自发将
身边的垃圾收集起来进行分类。

“‘零废弃’不是不产生任何废
弃物，而是以减少垃圾产生的理念
去优化活动的各环节，寻找替代方
案。这个过程虽然‘麻烦’，需要用
到更多的人手，但主办方和观众的
体验会更好。”曾欣然说。

■“核心志愿者与志愿者是朋友伙伴关系”

一场大型活动现场往往需要几
十位甚至上百位环保志愿者，让人
无法想像的是，现场只有一两名诺
路团队全职工作人员，却能高效地
管理志愿者团队。

在这里，核心志愿者与志愿者
不是传统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朋友、
伙伴。核心团队运营组负责管理志
愿者大本营，在小白板上记录下活
动中遇到的各种待处理问题，有序
安排志愿者喝水吃饭，适当休息，让
志愿者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引
导组要在大本营外奔波，轮流到场
内各资源回收点观察志愿者的状
态，解决遇到的问题，保障资源回收
站顺利运行。

为 照 顾 好 每 一 位 志 愿 者 的 感

受，曾欣然会安排同一组志愿者轮
流换岗；遇到突发情况，核心志愿者
需要及时安排调度并进行处置。

“我们就是要实现‘破圈儿’，为
更多‘环保小白’提供机会，让年轻
人加入进来，哪怕完全不懂什么是

‘零废弃’也没有关系。”吴骁说。
诺 路 团 队 充 分 赋 权 ，鼓 励 创

新。于是，整个团队自然形成了一
种魔力，让来过的人一来再来。吴
骁和宫桑辞去原先的高薪工作，成
为团队“总控”，负责“游说”主办方，
联手打造“零废弃”赛事，将环保理
念贯穿到赛事每个环节；家西在做
完志愿者后“入坑”，成为全职工作
人员；苏叶也由普通志愿者成长为
核心志愿者……

■“我们已成为大型活动‘零废弃’方案的提供者”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向
现场观众宣传“零废弃”理念
和垃圾分类投放知识。

自然之友供图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将分好类的垃圾打包搬运到垃圾站。 自然之友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