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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文明古迹众多
骑行体验场景丰富

因 不 定 期 发 起 骑 行 活
动，科能研究院“轱辘轱辘丨
太原站”项目获得由中华环
保联合会和能源基金会共同
发起的“益起低碳”策略传播
小额资助，连续三年开展低
碳 出 行 公 众 倡 导 和 传 播 工
作。项目从关注城市骑行环
境，到了解骑行群体，再到解
决骑行问题，着力推动太原
市建设自行车友好型城市。

“太原市是一座文化底
蕴比较深厚的城市，老城区
在 不 到 8 平 方 公 里 的 范 围
内，有大量建成于各时期的
精美建筑，丰富的文旅资源，
为 骑 行 场 景 提 供 了 先 天 条
件。”王晋轩说。

为 提 高 公 众 对 骑 行
的 兴 趣 ，他 们 推 出“ 骑
行+文旅”线下活动，
带领公众以骑行方
式感受太原市这座
城市的文化底蕴；
绘 制 城 市 特 色 骑
行路线，比如，府
衙骑行地图、文脉
骑行地图、美食骑
行地图等，这些地
图上还标注有自行
车停放点以及低碳
交通换乘点。

此 外 ，科 能 研 究 院
还编制了《低碳骑行通勤
激 励 策 略 工 具》，为 政 府府 、、企企
业业、、学校等相关方提供有效低碳学校等相关方提供有效低碳
激励方法激励方法，，推动公众低碳出行推动公众低碳出行。。

随着项目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项目影响力不断扩大，，山西省生态山西省生态
环境厅环境厅、、太原市交通运输相关部门太原市交通运输相关部门，，以及太原以及太原
市公交公司市公交公司，，美团美团、、滴滴滴滴、、青桔等企业也陆续青桔等企业也陆续
加入进来加入进来，，开展了多场开展了多场城市骑行活动。

为为城里的蛙城里的蛙
造一造一个小家个小家

让生活更好 让自然更美
◆王梦妤

打开手机，点开外卖软件，选择心仪商家，下单付款，不一会
儿，美味佳肴就送到了家门口。

外卖让生活更加高效便利的另一面，对环境的影响同样无法
忽视。作为一家以“帮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好”的科技零售公司，
2017年，美团做了一个决定，推出“青山计划”，以青山为名，守护
自然，共同探索行业环境影响治理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得益于国家相关政策推动，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共同努力下，绿
色包装解决方案、塑料餐盒规模化回收等目标都有了阶段性进
展。“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外卖餐饮绿色包装的投入力度，在推
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构建的同时，为社会低碳转型贡献自己
的力量。”杨碧聪说。

——和谐之力

绿色包装 让每一单外卖都有更环保的选择

青山计划的破题从对环境有
着直接影响的外卖包装开始，不
过，这条路的起点异常艰难。

青山计划负责包装创新的同
事仍记得，成本价高，生产原料短
缺和样品精细度、表面光滑度差是
商家吐槽最多的问题，更让他沮丧
的还有环保餐盒的洒漏问题。

“难”往往是每一个具有创造
性的故事中最显著的字眼，青山
计 划 一 直 在 坚 持 ，商 家 也 没 有
放弃。

从反复实验到产品应用，在
寻找破题的道路上，青山计划联
动相关方，以“减量、替代、回收”
并重的治理思路，共同探索包装
材料及制品创新，搭建绿色包装
供应链，推动标准化建设，增加外
卖行业的绿色包装供给，规模化
推进塑料餐盒回收。

为了向商家提供更多的环保
制品选择，青山计划通过绿色包
装 推 荐 名 录 及 其 孵 化 的 项 目 ，
2020 年至今，针对中餐、茶饮等
应用场景，孵化了三批次 30 余款

绿色创新包装，累计投放 191 万
件供餐饮商家使用，发布两批绿
色包装推荐名录，纳入 101 家生
产企业的 161 类绿色包装产品供
商家选购。

2022 年，青山计划进一步联
合行业机构协会、包装供应链、餐
饮企业发起成立“餐饮外卖绿色
包装应用工作组”，凝聚行业力
量，分阶段研究推进 16 大类菜品
的绿色包装解决方案。

针对市场上应用较为广泛的
塑料包装，青山计划大力推动回
收再生，从推进“易回收易再生”
的塑料餐盒生态设计开始，联动
回收企业，共建餐盒分类回收模
式、支持回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再生塑料利用价值多管齐下。

2021 年以来，青山计划在厦
门、上海、杭州、青岛、深圳、南昌、
苏州等 8 省市建成常态化餐盒回
收体系，其中，厦门、上海、青岛可
实现餐盒回收日均 10 吨以上，各
地累积回收量超过 7200 吨，带来
超过 7000 吨减碳量。

低碳生态 构建“商家—平台—消费者”生态圈

美团外卖提交订单环节时会
有一道绕不开的选择题：“是否需
要餐具”。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选
项正是青山计划的一部分，自推
出至今，已有超 3.27 亿用户使用，
累计减碳超过 15万吨。

“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商家
—平台—消费者’可持续生态圈，
通过约束和激励机制，促进平台

商户践行可持续经营；通过产品
设计、宣传倡导，引导消费者实现
更可持续的消费；通过促进不同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合力解
决外卖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美
团青山计划项目总监田瑾说。

潜水爱好者姜姜是这一可持
续生态圈链条上的一分子，海底
缤纷与垃圾的鲜明对比让她在生

活中更加注意践行环保理念，能
够注意到“无需餐具”的选项，她
认为得益于美团的产品设计：“它
被设置在选红包、填备注的附近，
十 分 明 显 ，我 就 开 始 不 要 餐 具
了。”

而对于平台而言，通过建立
平台环保规则，流量支持环保商

家；设置青山商家档案，点亮“助
力低碳消费”徽章等方式，环保要
求已逐步融入商户日常经营。

随着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逐
渐成为社会共识，青山计划推动
美团外卖平台超过 90 万注册餐
饮商户提供约 590 万种小份菜。
同时，开展“一起扫光盘”活动，并

上线“美团碳账户”。
用户可以通过使用美团 APP

扫描吃光的餐盘、点餐时选择小
份餐食、点外卖时选择无需餐具
等行动获得相应的碳积分。碳积
分可以用于捐建“乡村儿童操场”
环保角，为乡村儿童环保教育作
贡献，所需资金由美团配捐。

青山科技 以科技为引擎，共筑绿水青山

“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系统性变革。通过绿色包装等
领域的长期行动，我们清晰地认
识到，要深层次解决环境问题，科
技创新以及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是
关键。”美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会
秘书长杨碧聪认为。

基于此，2021 年 6 月，美团发
起公益性的青山科技基金，先期
投入 5 亿元，设立“青山科技奖”
和“环保科技创新示范项目”，希
望以此鼓励更多科研力量投身环
保研究，同时促进更多环保科技
成果在产业中发挥价值。

餐盒高值回收再生创新技术
工艺示范项目的落地，便得益于
青山科技基金。

“我们采用创新的塑料餐盒
高值化回收再生处理工艺，解决
传统再生塑料黑点多、气味重、稳
定性差等问题，向市场提供高品

质再生 PP 餐盒塑料颗粒，扩展回
收餐盒的应用市场。”上海睿聚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基金资助下，该项目已建
成年处理量 5000 吨的高品质聚
丙烯（PP）再生颗粒生产线。

据 了 解 ，2023 年 5 月 22 日 ，
第二期“科创中国”美团青山环保
科技创新示范项目启动开始征
集，聚焦绿色创新包装、绿色回收
再生、绿色供应链体系三大领域。
2023年度第三届“青山科技奖”也
将于6月5日正式启动申报 。

今年，“青山科技奖”将重点

关注绿色低碳材料、碳捕集及资
源化利用、新能源及储能、降碳减
污协同控制四大议题，资助在材
料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环境科
学、能源科学、前沿交叉六大学科
领域有关键推动作用的青年科研
工作者。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奖项
增设“降碳减污协同控制”议题，
以支持统筹温室气体减排与水、
大气、土壤、固废等领域污染治理
协同控制，实现二者协同增效的
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助力美丽
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实现。

青山公益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除了聚焦解决外卖领域的环
境污染问题，青山计划还将目光
投向了公益领域，与商家一起行
善举，与社会组织一起做公益。

2017 年，美团外卖携手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设立“青山计划
专项基金”（2022 年更名为“青山
公益专项基金”），2018 年进一步
发起“青山公益行动”，旨在发挥
平台公益辐射能力，汇集商家力
量，依托环保组织的经验和资源，
共建环保公益生态。

青山公益专项基金秉持“人
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理
念，发挥平台优势，联合外卖商

家、包装供应商、科研机构、行业
机构和外卖用户等各方力量，围
绕自然守护、生态扶贫、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生态环境志愿服务
等方面开展了百余项公益活动，
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
应，为生态环保事业添砖加瓦。

青山公益专项基金聚焦生态
环境保护中心工作，携手各方深入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目前，参与该
专项基金的青山公益商家已增加到
100万余家，累计完成超过 57.8亿
笔捐赠，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
环境保护、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提升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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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媛媛

很多人可能还没意识
到，城市里的小水坑对野生
动物生存至关重要。

生态保护志愿者海狸
（自然爱好者别名）与几位
伙伴实施“坑蛙计划”，在上
海市宝山区锦秋路外环林
带，为繁殖期的蛙类挖坑造
“家”，以便青蛙产卵和繁
殖。这一举动为自然教育
和社区公众倡导提供了新
思路，也为城市生态环境治
理带来了更多启示。

城市慢行系统品质
需要持续净化提升

跨上一辆自行车，穿越整
个城市。在太原市，滨河自行
车 专 用 道 纵 贯 太 原 南 北 中 轴
线，成为当地的新地标。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城
市将建设“公共交通+自行车”
主导的绿色慢行交通体系，作
为提升城市宜居体验和综合竞
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为行业产业发展提供战略
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是智库
机构的擅长。科能研究院对太
原市骑行道路友好性进行了系
统评估，并形成《骑行太原》调
查报告。

报告显示，太原市在街道景
观和机动车、非机动车隔离方
面较好，路侧停车和街道行驶
侵占骑行空间问题较为突出，

对自行车行驶造成极大的干
扰，成为安全隐患。报告

建 议 ，管 理 部 门 应 加 强
慢行系统的建设，保障城
市骑行路线的连续性。

然而，在飞速发展
的 城 市 建 设 中 ，重 新
插入一套骑行交通系
统 并 非 易 事 。 围 绕 如
何净化慢行空间、建设
口袋公园、营造休憩空
间，王晋轩经常和骑友一

起 讨 论 骑 行 历 史 、现 状 和
未来的规划愿景。

细节决定骑行舒适度细节决定骑行舒适度。。大大
家认为家认为，，道路设计者应充分考虑骑道路设计者应充分考虑骑

行者的习惯及体验行者的习惯及体验，，比如比如，，主干道的骑主干道的骑
行道应与机动车道用隔离带区分开来行道应与机动车道用隔离带区分开来；；在道在道

路边缘设置专门的脚踏供人停车时单脚支撑等路边缘设置专门的脚踏供人停车时单脚支撑等。。
““合理的道路设计合理的道路设计、、完善的配套设施完善的配套设施，，对激发骑行对激发骑行
意愿起到很大作用意愿起到很大作用，，需要城市规划者做出细致的需要城市规划者做出细致的
考虑和安排考虑和安排。”。”王晋轩说王晋轩说。。

为蛙挖坑造个家

自 然 界 中 星 罗 棋 布 的 小 水
域是蛙类良好的栖息地。然而，
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达
的特大型城市，小水洼却是难得
一见。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2022 春
夏之际，上海出现持续高温，本
该梅雨季节却久久不见雨水，天
然沟渠和水塘干涸严重，给蛙类
繁育带来困难。“这样它们就会错
过当年的繁殖季。”于是，海狸和
志愿者们便有了“挖坑”计划。

外环林带一段内部道路的排
水渠虽然干涸但可以蓄水。水渠
的坡度几乎呈 90 度，对泽陆蛙、
饰纹姬蛙这类只能在小坑小洼里
产卵繁育的小型蛙类并不友好。

海狸和志愿者一起清理水渠
内杂物，将淤泥堆在一边，挖出几
段人工制造的小水洼。为方便蛙
类进出，海狸和小伙伴们建造了
约 60 度的泥土岸坡，将沟渠与林
间地面连通，倾斜的土坡也兼顾
了在雨季沟渠的排水需要。

相比挖坑，保持水洼里有水
更为麻烦。在盛夏高温炙烤下，
小水洼很快干涸，即便下雨也很
难保持一直有水。于是，志愿者
轮番从附近河道里提来清水，后
来为了方便注水，海狸甚至用上
了小水泵。在扩大一些容积之
后 ，水 洼 已 能 保 持 长 期 有 水 的
状态。

“挖坑”计划一周后，小水坑
惊 现 蛙 卵 ，慢 慢 发 育 成 了 小 蝌
蚪。经过三次扩容改造和加水保
持，蝌蚪们正在利用夏秋时节抓
紧成长。蝌蚪们长出了脚，泽陆
蛙夜间造访，饰纹姬蛙在沟渠里
鸣叫。在水坑里还发现了其他动

物，蟋蟀、千足虫、水蛭，蚯蚓，甚
至还看到了赤链蛇。小小水洼成
了小动物们喜欢的聚集场所。

有了产卵繁殖的地方，蛙们
也需要掩蔽所和地面活动空间，
硬质化的河岸、沟渠以及贫瘠的
黏土也给善于打洞的蛙类带来挑
战。供蛙类躲藏的庇护所够吗？

于是，今年他们在附近的土
坡和草地上打了些小洞，尝试给
蛙“建房”，为生活在这里的泽陆
蛙和中华大蟾蜍等蛙类提供更多
掩蔽所，共同守护一方生机勃勃
的小水泽。

营造多彩原生态

海狸从事自然教育工作，是
自然之友湿地守护社群的一员。
从小生活在上海市宝山区，不知
何时起，原来随处可见的青蛙逐
渐消失不见，“听取蛙声一片”成
为他美好童年回忆的一部分。

海狸发现，两栖动物类群对
栖息地要求不算高，一片水草丰
美的小水塘或小水坑就可以让它
们生存得很好。

但近年来，受城市建设发展、
农业用地侵占、小型湿地被破坏
等不利因素影响，两栖爬行动物
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艰难”。原
有栖息地被建筑群和道路包围，
形成“绿色孤岛”，整齐划一的硬
化路面、陡峭的水泥护坡，阻碍了
蛙类的活动，繁殖需要的小水塘
也逐渐消失。尽管各个公园都有
一定面积的水域，但是由于各个
公园面积、园林设计、水质、植被
以及人为干扰的情况不尽相同，
单位面积内的两栖爬行动物多样
性水平并不高。

所幸的是，上海市在城市生
态建设中多了很多“关爱”蛙类的

小设计。外环林带除了步行、骑
行通道外，考虑到林内原有动物
的繁衍栖息环境，保证它们迁徙
之旅畅通无阻，还将建造“爬行”
道；松江新浜、金山漕泾、廊下市
级土地整治项目区也适当构建了
小型浅水区，在沟渠两侧增加了
部分缓坡作为通道，并种植了挂
壁植物，为蛙类提供通道和隐蔽
生境。

“爬行”道能满足哪些动物昆
虫的迁移？水塘河岸如何建设才
能满足两栖爬行动物栖息与繁殖
需求？因为实施了“挖坑”计划，
海狸和志愿者们学会并习惯了俯
下身子，以青蛙视角观察城市生
态建设，思考如何更好地保障蛙
类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稳
定性。

“坑蛙计划”得到社会公众关
注。有人认为，大自然无需这种
干 预 ，让 其 自 然 发 展 不 是 更 好
吗？面对疑问，海狸从未动摇：

“相比人类对自然生境的负面干
预，即便我们做的这些正面干预
微不足道，也是公众参与生态保
护的体现，和伙伴们一起为大自
然做些事情，是一件值得高兴的
事情。”

为 方 便 公 众 了 解“ 挖 坑 ”计
划，他们还制作了观蛙手册，定期
开展生态保护活动。“参加活动者
多为少年儿童，也带动了家长的
参与，进而带动更多人参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海狸说。

近期，志愿者们尝试在蝌蚪
水洼附近营造一小块自然生境，
控制绿地中“加拿大一枝黄花”的
蔓延，为本地植物和动物营造栖
息地，也为沟渠中的蛙类提供更
大的活动空间。他们希望通过这
些微小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当地自然生境，为促进城市生
物多样性凝聚更多共识。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以“复古着装+自行

车骑行”的方式沿汾河自

行车道骑行20公里。这

不是在作“秀”，而是山西

省太原市一场复古骑行低

碳公益活动。

活动主办方山西科城

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以

下简称科能研究院），是一

家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的智库型非营利机构。

科能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王

晋轩，是一位 90 后小伙

子，童年时坐在父亲自行

车上的美好回忆，让他成

为一名骑行爱好者。

骑行骑行
让城市让城市
更友好更友好

◆◆本报记者陈媛媛本报记者陈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