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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江猪子！有十几头呢！”
今年 4 月，南京城春江水暖，江面微
风荡漾，不时跃出水面的长江江豚成
群结队，让众多市民兴奋不已，大饱

眼福，也让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姜盟欣慰不已。“每年的春季、秋季非常适合‘蹲守’
江豚，‘偶遇’江豚的机会特别大。”姜盟对长江江豚的习
性、行踪等知识了如指掌。从 8 年前投身江豚保护至今，
从爱好者到践行者，从救助者到研究者，从一个人到一群
人，姜盟用自己的点滴努力践行着对江豚的热爱，也把这
份热爱扩大给更多人。

如今，“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优美画卷不时在
南京出现。

从野生动物爱好者到保护者，是偶然
也是必然

“2006 年，科学家再也没有发现白鳍豚，这种稀有物
种可能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时的一则新闻让作为野
生动物爱好者的姜盟十分吃惊。他意识到，“长江江豚可
能是长江中仅剩的淡水哺乳动物了。”

“鱼则江豚海狶”，这是古人最早对长江江豚的称
呼 。 在 全 国 唯 一 可 以 在 城 市 中 心 看 到 长 江 江 豚 的 城
市——南京，当地人更喜欢称它们为“江猪子”。

在姜盟的记忆中，小时候坐船过江时有很多的“江猪
子”在船边游。但随着经济活动发展，以及对自然资源的
过度利用，长江江豚的数量在急速下滑。

“我们有义务保护好它们。作为旗舰物种，长江江豚
种群的好与坏、数量的多与少、生活得健不健康，就是我
们长江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标准。”
姜盟说。

就这样，他与长江江豚的“奇妙”缘分展开了。
为更好地推动全社会增强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长江江豚的关注，2014 年，姜盟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成
立了“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加入长江江豚保护
的行列。这也是南京首个专业从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
社会团体。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姜盟拿出绝大多数时间投入江
豚保护和各种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多次在一线参加长
江江豚和其他珍稀水生野生动物救助工作，并带领团队
对南京市保护江豚和水生生物献计献策，推动并参与南
京长江段全面禁渔禁钓、长江江豚保护立法等工作，在长
江大保护中发挥了公众沟通和公共传播的作用，得到了
国家部委、省市领导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2018 年，姜盟荣获全国水生生物保护海昌科普奖，
这一奖项不仅是全国水生生物保护的最高荣誉，更是对

他保护江豚、宣传江豚的认可。
“只是因为热爱野生动物，所以不知不觉就把所有时

光都投入其中了。”对于姜盟来说，辛苦和困难早已习以
为常，日复一日的坚持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

从媒体人“变身”公益人，是工作也是
热爱

“为什么保护长江江豚，长江江豚难道没有毒吗？”协
会成立之初，朋友的随口一问让姜盟意识到科普长江江
豚知识的必要性。

彼时的姜盟，不仅 是“ 南 京 江 豚 水 生 生 物 保 护 协
会 ”的 秘 书 长 ，也 是 一 名 媒 体 工 作 者 。 他 充 分 发 挥 媒
体人对科普宣传的娴熟和敏锐，努力将长江江豚带入
大众视野。

“进校园、进社区、摄影大赛、绘画大赛……只要是能
引起学生和市民关注的方式，我都会尝试。”姜盟说。

以长江江豚保护和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切入
点，8 年来，姜盟围绕“关爱长江江豚、守护生命长江”为
主题，开展了一系列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公益系列活动。
成立“宁小豚”志愿服务队，打造“守护江豚之都”科普宣
讲团，开展“守护生命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

“科学放生”社会化增殖放流，组织引导南京全社会公众
参与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投入长江大保护的队伍中……

姜盟还致力于发挥社会组织联系政府部门、科研机
构与社会各界的桥梁纽带作用，撬动越来越多的力量加
入长江大保护。

8 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协会共组织各类公益活动近
500 场，其中大型展览和主题活动 20 多场，6000 多人参与
志愿服务工作，宣传科普受众超百万人次，形成广泛的社
会影响力，有力推动了长江江豚作为旗舰物种的保护，有
力促进了南京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他们也在
这 8 年时间里，见证了江豚从难觅踪迹到如今在江边成
群出现的巨大变化。

“现在不用到江边，随便在南京的一所学校中问，每

一位学生都非常了解长江江豚。”谈及此，姜盟的眼中满
是自豪。

从救助者到研究者，是爱好也是专业

2016 年，一只落单的小江豚引起公众关注，第一时
间得到消息的姜盟与政府部门一起成功救助了这只搁浅
的小江豚。

“长江江豚致危的因素比较多。长江是黄金水道，川
流不息的船只不仅占据了江豚的活动空间，产生的噪声
也会破坏它们的神经系统。”因此，姜盟一直在思考，如何
通过数据和影像等方式，来记录江豚等长江沿岸野生动
物及湿地生物多样性情况，以更好地保护长江江豚，助力
长江大保护。

2022 年，姜盟组织相关高校机构、社会公众、自然爱
好者、生态摄影师一同参与，正式启动南京长江生物多样
性夏季社会同步调查活动。

“通过自愿报名，层层选拔，我们组建了一支 50 多人
的调查小队，最大的同志 65 岁，最小的 18 岁。”对于调查
活动，姜盟有着很高的期待，“这不仅仅是一次同步调查，
更是一场长江大保护的全民见证。从高校师生到资深环
保爱好者、环保协会志愿者，调查小队云集各方力量，一
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添彩。”姜盟希望，未来有更多
人参与到活动中，共同探究南京生物多样性的奥妙。

同时，为激发少年儿童爱护野生动物、守护自然生态
的热情，姜盟还编撰《南京本土生物多样性科普丛书》系
列图书之《长江里的微笑》，带领公众走进江豚的世界，通
过探险故事了解江豚的生活环境及成长轨迹，激发大家
对南京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和热爱。

又是一个早晨，姜盟背起相机背包，来到江边寻找长
江江豚的身影。

江风拂面而过，这时姜盟耳边传来“呼哧呼哧”的喷
气声。紧接着，一个又一个圆润的灰黑色身影从江中出
现，姜盟迅速按下相机快门，将“微笑精灵”的微笑定格，
而后目送着它们继续前行。

姜盟知道，他与长江江豚的故事未完待续……

我与江豚的故事未完待续我与江豚的故事未完待续
◆◆关欣悦关欣悦 张健张健

本报讯“花儿与少年守护祁
连山”自然教育系列生态科考夏
令营活动，近日在祁连山国家公
园科研基地成功开营。来自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
中学和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共计
50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青海省
林草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
管理局、海北州委宣传部、海北州
教育局主办，野趣生境环境设计

（成都）研究院、青海省环境教育
协会承办。

“我们希望通过夏令营活动
让学生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中‘赋
能’，将生态保护的种子深植青少
年心中，让他们热爱祁连山，热爱

自然，在自然研学中提升综合素
质，成为未来生态文明实践者。”
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晏县祁
连山中学学生马欣怡感叹：“感谢
每一位巡护人员的默默付出，我
们会因此更加爱护自然，热爱祁
连山国家公园。”

活动中，自然教育讲师带领
学生从户外自然教育到室内科普
展馆，全方位科普高原植物知识,
通过听鸟鸣之声、观察树叶纹路、
追踪野生动物足迹、模拟巡护，让
学生从观察、发现到探索，了解不
同区域植物的特点，体验祁连山
国家公园大美自然景观，培养尊
重自然理念，树立保护意识。

肖琪

温岭志愿者9年守护美丽岸线

浙江省温岭市近年来不断推进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取得显著
效果。这背后离不开志愿者团队的默默付出。

自 2013 年起，温岭市引入国际海洋净滩项目，组建了 3 支常态化净
滩志愿者团队，每周至少组织一次清洁海洋、保护海洋行动。9 年间，
共清理海洋垃圾 20.3万千克，参与人次突破 1.5万人次。

近日，在温岭石塘镇海岸线，记者遇到温岭市吉祥石塘志愿服务队
正在开展净滩行动。志愿者沿着岸边清理垃圾并集中至收集点回收。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净滩行动中，温岭的海洋
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本报见习记者曾震摄

本报讯 为调查上海地区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貉的分布情况，
上海市林业总站、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复旦大学共同发起了“貉口
普查”公民科学项目。近日，3 家
发起单位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上
海工作室举行项目启动准备会。

与 会 单 位 共 同 研 讨 了 2022
年“貉口普查”调查方案，就方案
内容、样地选择、统计方法等细节
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调查充分
发动社会力量，公开招募对野生
动物保护工作有兴趣、具有一定
工作经验和知识背景的志愿者，
以“公民科学项目”的方式开展。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进一步宣传保护野生动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倡议，通过共同参

与的方式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野保
工作，进一步了解其生态意义和
社会意义，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活动期间，
与会单位骨干技术人员结合志愿
者提供的“貉情报”，赴青浦区两
个有貉分布的位点开展预调查实
操演练，并结合发现的问题，对

“貉口普查”方案做了进一步的修
正和完善。

据悉，本次公民科学项目得
到 了 广 大 市 民 的 热 烈 响 应 。 后
续，上海市林业总站等 3 家主办
单位将逐一登记完善调查样地信
息，对入围志愿者进行分组调配，
通 过 线 上 会 议 组 织 调 查 技 术 培
训，为“貉口普查”公民科学项目
做好充分准备。 董亚楠

本报讯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与
环境学会共同发起设立的“能源
与环境青年人才培养计划”近日
举行 2022 年度开班仪式。

记者了解到，“能源与环境青
年人才培养计划”旨在通过行业
课程及学术交流，开展相关课程
培训，助力我国能源与环境发展
的人才梯队建设，为推进我国能
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开班仪式上，中国能源学会
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表示，
目前，市场对能源的需求达到了
新的高度，能源与环境发展需要
一支强有力的青年队伍予以支
撑。希望参与培养计划的学员，
能够共同努力，为实现国家绿色
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徐光表示，近年来，面对再生能源
资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方面

的重大挑战，全球主要国家纷纷
加快了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步伐。

“我们共同启动首期‘能源与环境
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未来，还将
共同见证创新人才和行业领袖的
成长。”

据悉，此次人才培养计划将
持续至 2022 年 12 月，在课题领域
设置上，紧跟世界能源与环境发
展趋势，涵盖先进储能技术、高效
太阳能利用技术、绿色矿山、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技术、节能与能效
提升技术、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氢
能与燃料电池技术七大重点、热
点领域。针对中青年人才，通过
院士公开课、小班课程分享、学术
讨论会等多种方式开展相关课
程，培养国内领先的能源与环境
专业人才队伍，为有效应对能源
领域新挑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思路。

张黎

祁连山国家公园成研学打卡地

新鲜速递

上海开展“貉口普查”公民科学项目
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野保工作

“能源与环境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启动

开展课程培训 建设人才梯队

图片新闻

推动可持续消费，挑战与
机遇并存

作为一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生态承载力的新型消费方式，可持续消费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并与人们生
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日化行业推进可持续
消费，责无旁贷。

参与编制指南的欧莱雅北亚及中国
首席企业事务与公众联动官兰珍珍告诉
中国环境报记者，2021 年中国消费端碳
排放量占总量的 53%，而已经实现工业化
的 国 家 ，其 居 民 消 费 产 生 的 碳 排 放 达
60%—80%，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与消费
升级，消费端碳排放占比在可预见的范围
内将继续上升，因此，作为消费市场支柱
产业，日化产业转型势在必行。

《指南》分析了日化行业推动可持续
消费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可
持续消费引导力强。日化行业与国民生
活密切程度高，消费者群体广泛且庞大，
在消费者教育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可在
消费场景中拥有便捷的计划，对消费者进
行理念与行为倡导。二是产业链协同变
革能力强。日化行业产业链规模大，涉及
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包装运输、品牌营
销等多个环境和供应商，且市场遍布全
球，其可持续转型能够触发产业链上下游
协同改变。

挑战则主要是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
视、营销方式易误导过度消费、可持续消
费闭环体系有待完善等三方面。

《指南》指出，日化行业高度依赖非可
再生的石油及其衍生品，从全生命周期角

度，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以及生产和运输过
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废弃物等，是不容忽
视的环境挑战。而且，日化行业对品牌依
赖度高，市场营销与宣传推广是企业的重
要课题，很容易走上过度营销道路，加上

“明星效应”，导致消费者出现冲动消费、
过度消费现象。

当前，日化行业也积极采取了一系列
可持续转型行动，但依然存在概念意识认
知不足、企业可持续性表现不均衡、生产
运营和营销沟通闭环不完善等问题。

从生产运营和营销沟通两
个维度，探索推动可持续消费
路径

可持续消费不仅涉及消费者选择的
产品、服务是否环境友好，还取决于消费
者对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理解，以及价值观
和消费行为的可持续转变。

因此，日化企业推动可持续消费，一
方面要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减少环境
污染，全面改善商业行为和产品本身的可
持续表现；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消费者沟通
与引导，正向影响其期望、选择、行为。

立足“人货匹配，双向互动”的核心理
念，《指南》以“产品全生命周期”和“消费
者行为模型 AIPL”两大理论模型为基础，
以“提高可持续产品供给”和“推动消费者
向可持续转型”两个目标为导向，从生产
运营和营销沟通两个维度，围绕产品旅程
和消费者旅程的不同阶段，为企业推动可
持续消费提供行动指南。

在推动可持续生产运营方面，《指
南》建议日化企业围绕产品的研发设计、
原料采购、生产制造等关键环节，重点开
展可持续性研发及配方优化、可持续采
购、清洁生产、使用可再生能源、回收再利
用包装物等主要行动，为消费者持续供给
可持续产品的同时，挺进“可持续”新赛

道，抢占市场新蓝海。
在营销沟通方面，《指南》建议结合消

费者决策过程不同阶段的心理特征，促进
消费者在 AIPL 链路——认知、兴趣、购
买、忠诚上进阶，让消费者向往可持续、选
择可持续，实现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化。

针对不同规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企业，《指南》也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如针对潜力型企业，《指南》建议其认清推
动可持续消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立可
持续生产与消费的意识与意愿；针对成长
型企业，《指南》建议在生产运营和营销沟
通领域采取行动；针对领军型企业，《指
南》建议应当把握国家全面促进消费升级
和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契机，推动企业占领
可持续发展高地，在实现自身经济效益的
同时，更积极地参与和带动可持续消费生
态圈的共建。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
所长诸大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推进
可持续消费的“引爆点”。作为企业，推动
可持续消费，要根据自身不同特点发挥相
应作用：上游企业要当好领头羊，步步领
先；中游企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下游
企业则要跟上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谨
防被市场淘汰。

生产端和消费端形成闭
环，多方协同才能有效联动

可持续消费的本质是从生产端到消
费端形成闭环。因此，除了企业，更多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合作同样必不可少。

《指南》还分析了消费者、政策制定
者、科研机构和媒体等在内的利益相关方
所应发挥的作用。

以政府为例，《指南》认为，生产和消
费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具有
公共性和长远性，在市场自觉性和敏锐性
尚未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政府应积极发挥

主导作用，扮演好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
者的角色。

对此，《指南》建议，政策制定者可以
提供以下支持：一是强化政策，确保各方
履行职责。构建有利于可持续消费的政
策体系，确保生产企业、零售商、消费者、
政府机构等行动主体履行各自的职责；二
是增加供给，满足消费新需求。如通过强
化政策优惠和扶持力度，加速引导和支持
企业增加可持续产品供给，或者完善可持
续产品标准化体系，通过标准和标签为企
业和消费者提供充分的指导和信息。

可持续消费文化的培育，需要水滴石
穿、久久为功的精神。对此，《指南》建议，
政府部门加强引导，引领扩大可持续公共
采购，加强可持续消费教育，广泛加强社
会面宣传，培育可持续消费文化等。此
外，政府部门也可以促进协作，如鼓励建
立可持续消费产业联盟，融合可持续消费
各要素，在有条件和基础的地区开展示
范，探索建设可持续消费生态圈等。

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媒体以及各类
社会组织，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指
南》认为，科研机构可加快绿色生产与工
艺的研发，做好技术储备，配合支持先进
技术成果的商业转化应用；金融机构可研
究出台支持可持续消费信贷的激励政策，
鼓励企业开发可持续产品，研究建立绿色
消费积分制等；媒体则应积极宣传可持续
消费理念和行动，营销良好社会氛围，打
造可持续消费新风尚。各类行业协会、
NGO、智库等要搭建多方合作共享的平
台，促进相关主题互动交流，持续推动、支
持相关政策实施，服务和引导企业开展各
类可持续实践活动。

至于消费者，参与就是行动，日常生
活中尽的每一份力量，都对可持续消费意
义非凡。只有各方同频共振、有效联动，
可持续消费这项系统性工程，才能拥有更
加光明的未来。

““国民国民””行业有了可持续行动指南行业有了可持续行动指南
◆本报记者王琳琳

倡导可持续消费，哪个行业应该“身先士卒”？
日用化学品行业（以下简称“日化行业”）肯定名列前茅。
洗发水、护发素、洗涤剂、消毒液……还有满足护肤、美容需求的日用化妆

品等，这个几乎人人都是消费者的“国民”行业，因其庞大的消费者群体、灵活的
营销方式以及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难度大等问题，对环境有
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推动可持续消费迫在眉睫。

那么，日化行业推动可持续消费，存在哪些机遇？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
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近日，由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欧莱雅中国联合编制
的中国日化行业首个可持续消费领域的指导性文件——《日化行业推动可持续
消费行动指南》（简称《指南》），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发布。

《指南》结合日化企业推动可持续消费的主要挑战和优势，从生产运营和营
销沟通两个维度，为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了一份较为完善的理念
指导和可遵循的行动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