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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生态
环境局因地制宜开展“生态环保
进校园”活动，着力构建生态文明
教育平台，大力推进环保设施开
放，多措并举推动生态环境宣传
教育全面开花。

打造生态学校，让生
态文化进校园

走 进 东 营 科 达 小 学 ，漂 亮
的农家小院体验活动角摆放着
各 式 农 耕 工 具 ，科 技 温 室 大 棚
种 满 了 瓜 果 蔬 菜 ，独 具 特 色 的
海洋意识体验馆和湿海体验馆
让人连连称赞。

科达小学校长唐汉波介绍，
学校打造了一院（农家小院）、一
棚（科技温室大棚）、一栈道（湿地
玻璃栈道和观光路）、两馆（海洋
意识体验馆和湿海体验馆）、三区
域（蔬果种植区、莲藕种植区、中
草药种植区）、四展台（种子秘密、
南瓜大家族、葫芦兄弟、海洋世
界）的基地体系，并以此为平台，
开展扎实而富有特色的劳动教育
工作，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自然、体
验劳动，真切感受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

据了解，科达小学坚持生态
教育“全员全境、共建共融”工作
理念，融合“海洋德育”“绿色生
态”等学校特色，构建起生态课程
设置、生态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构
建“三线”并行的“全生态教育”体
系，着力培养学生崇尚生态、尊重
自然、热爱劳动的意识。

东 营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党 组 书
记、局长陈云龙介绍：“打造生态
学校，推广绿色生态理念，是东营
市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活动的重要实践，是借力于学
校、家庭和社会的多元互动，让生
态文化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的
有益探索。”

整合资源，搭建生态
宣教平台

环境教育基地是环境宣教的
重要平台和载体，东营市生态环
境局整合教育、企业等资源，通过
绿色学校创建、环保展馆和公园
建设、环保设施公众开放等具体
举措，为青少年搭建体验式、交互
式的平台和阵地，增强生态环境

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
在东营环保教育中心，精心

设置的资源再生转换、垃圾焚烧
处理流程、垃圾分类、环保小游戏
等多个板块，通过知识科普、游戏
互动向青少年多角度展示垃圾处
理、资源利用的过程，引导青少年
养成低碳生活习惯。

作 为 面 向 大 众 的 开 放 性 生
态文明公园和科普教育基地，东
营生态文明科普公园在生态文
明理念核心要义、环境保护历史
沿革、环保这十年成就、胜利油
田绿色发展四大板块中，穿插案
例警示、“双碳”目标、生态红线
等 30 多 个 科 普 知 识 点 ，创 新 设
计“寻找碳足迹”等板块，让广大
市 民 近 距 离 了 解 生 态 环 保 知
识。目前，公园已接待 1 万余人

（次）参观。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还扎实推

进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9家开放
单位定期开展活动，极大提高了
公 众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的 积 极 性 。
2023 年以来，组织开展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活动 73 次，参观群体
涵盖大中小学校师生、社区居民、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社会公益团
体等。

创新形式，吸引青少
年参与志愿服务

生态系统是如何“自给自足”
的？怎样制作一个“生态瓶”？在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的

“一起趣河边”社会实践活动中，
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制作

“生态瓶”，实现了寓教于乐。
此外，东营市生态环境局还

组建生态文明宣讲团走进全市中
小学校，2023 年以来，开展系列
宣讲活动 30 余场。不仅如此，还
充分整合社会组织力量，大力支
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观鸟协会、
幸福里社区工作服务中心等社会
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创新打
造“一起趣河边”“守护美丽黄河
口”“净滩行动”等生态环保公益
服务项目，吸引青少年积极参与。

陈云龙表示，东营市生态环
境局将努力在加强青少年生态文
明宣传教育的思路和工作上拓宽
广度、挖掘深度、提升高度，坚持
创新谋划，强化协调联动，打造
青少年生态文明特色教育品牌。

孩子们聚在一起，将杜衡种子种进土
里，长大的杜衡树将成为中华虎凤蝶的寄
主植物。南京市金陵小学联合南京市生
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近日举行了生
态文明第一课暨中华虎凤蝶种群恢复与
栖息地修复项目启动仪式。

从了解出发，向行动奔赴，
小课堂积攒大能量

课堂上，“蝴蝶爷爷”张松奎从惊蛰时
节讲起，详细介绍蝶卵历经的不同阶段，展
示观察、记录生物发育阶段的研究方法。

被孩子们称为“蝴蝶爷爷”的张松奎，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收藏中外蝴蝶标
本。2016 年，在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的

支持下，在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山脚创建了
南京中华虎凤蝶自然博物馆，办起了一所

“蝴蝶自然学校”。
“小朋友很喜欢蝴蝶，希望通过我的

努力加深大家对蝴蝶的认识。”多年来，张
松奎长期在青少年宫、小学课堂内任教，
带领孩子们看蝴蝶、画蝴蝶、听蝴蝶的故
事，观察蝴蝶的生命轨迹，在孩子们心中
种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种子。

台上，来自金陵小学的汪惜语正在介
绍她在老山实地考察中华虎凤蝶的研究
成果。“我以表格的形式记录了虎凤蝶成
虫 和 卵 的 分 布 情 况 ，以 及 温 度 、湿 度 条
件。”多次户外实践，汪惜语通过观察和思
考总结出中华虎凤蝶濒危的原因，围绕着
栖息地、寄主植物及虎凤蝶自身 3 个方面

提出相应保护措施。
翔实的数据、精细的记录，展现出这

些小同学的“大梦想”——成为中华虎凤
蝶守护者。

在金陵小学，蝴蝶教室、科培馆生态
教育实践课堂随处可见。在显微镜下观
察蝴蝶卵，了解蝴蝶的成长故事，每一个
孩子都能成为小小的蝴蝶专家。金陵小
学课程发展中心主任陈晨表示：“我们希
望通过环境教育课，让孩子们认识生物，
敬畏生命，从自身做起保护大自然。”

做环境守护者，小种子孕
育大希望

在生态文明第一课上，中华虎凤蝶种

群恢复与栖息地修复项目也正式启动，种
植杜衡是项目的重要内容。张松奎告诉
同学们：“杜衡是中华虎凤蝶唯一的寄主
植物，是它繁育的‘摇篮’。”每年 3 月—4
月，中华虎凤蝶会选择杜衡作为产卵的

“产房”。孩子们种下一颗颗杜衡种子，期
待给中华虎凤蝶一个“家”。

如今，培养少年儿童对自然的情感，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提升环境保护能力，
已是当前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任务。南
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教师赵
月表示，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及实践活动，
能够激发少年儿童爱护野生动物、守护自
然生态的热情，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意识和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参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无限可能。

与蝶同行，创造生物多样性保护无限可能
◆汪金宁赵月 褚方樵

打打造品牌活动造品牌活动 推动多元互动推动多元互动
东营扎实开展青少年生态环境教育东营扎实开展青少年生态环境教育

◆◆王文硕王文硕 卢文朔卢文朔

关注垃圾分类的“模拟提案”被带上全国两会

这群高中生获点赞
◆本报记者肖琪

走进调研现场，思考解决
问题的方案，挑战与成长并存

垃圾分类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做
的一件小事，“我们发现全国绝大多数省
份早已开展了相关工作，虽然垃圾分类
已被公众所熟知，但现实中还是常出现
分类错误的情况。”交大附中模拟政协社
团的同学们认为，公众对垃圾分类知识
的缺乏是重要原因，尤其是商品包装上
的垃圾分类标识率不高，导致分类正确
率受到影响。为了解不同年龄段人群对
商品包装分类标识的认知程度，他们展
开了调研。

说起线下调研的经历，梁墨涵和龙
泽禹都感觉“有挑战”也“很考验自己”。

“一开始我有些不好意思和陌生人沟通，
被拒绝后会感到沮丧。”梁墨涵在现场分
发调查问卷时，切身体会到调研之难。

在调研中，难的不仅于此，还有设计
问卷、采访调研，并从繁杂的数据中找到
关键信息，从而更精准地识别问题，思考
解决方案。

为顺利开展调研，几位同学查找了
大量的我国关于垃圾分类标准的法律

条文、部分城市垃圾分类标准，以及常
见商品外包装印刷标识情况等相关资
料。“我发现各省份垃圾分类的标准是
不统一的，这也给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带
来一定难度。所以我们把问卷聚焦在
商品包装的垃圾分类标识上。”梁墨涵
告诉记者。

提案中写道：通过对包括 18 岁以下
及 60 岁以上各年龄段的 622 名居民进
行线上线下调查，覆盖了 12 个省份。调
查结果显示，仍有 83.08%的居民出现了
对某类物品不知如何分类的情况。对
此，提案建议出台适用于不同处置端的
垃圾分类标准。

田津菁是交大附中模拟政协社团的
指导老师，同学们的努力和付出，她都看
在眼里，“孩子们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将
视角对准日常生活小事，从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他们完成了从初中
生到高中生的思维和能力转变。”

“我们总计调查了 219 件各类型商
品。”龙泽禹在小组中主要负责的是商品
分类标识的线下调研，“在超市调查商品
时，我还被工作人员当成‘刺探’价格情
报的竞争者。不过解释来意后，大家非
常理解。”这也让龙泽禹很有信心，“公众

对垃圾分类很有热情，我们要做的是怎
么通过提案帮助大家更好地解决垃圾分
类遇到的难题。”

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
更新周期短的商品包装进行调研，他们
发现一些食品、日用品、生鲜、婴幼儿商
品包装上的垃圾分类标识率普遍不高。

“219件商品仅 39件有明确的垃圾分
类标识，约占总商品的 17%，而且极少商
品标记出商品内包装、外包装以及商品
的具体分类类别。”龙泽禹告诉记者：“我
们还发现，49.10%的居民表示没有注意
过商品上的垃圾分类标识，但是 89.73%
的居民认为在商品包装上印制垃圾分类
标识能帮助其更好地进行垃圾分类。”

为此，社团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尽快
完善商品包装印刷材料组分及垃圾分类
标识相关法规或管理办法。并定点调查
实施效果，评估其对垃圾回收效率的影
响，进一步推进商品包装印制垃圾分类
标识的实施。

崔丽娟委员十分认可孩子们的努力
和工作，她表示：“小切口离老百姓的生
活近，可行性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他
们也很期待提案后续的进展。

从小事出发，从热点入
手，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今年是我们的提案第一次上全国
两会。”田津菁告诉记者，“交大附中模拟
政协社团已连续 5 年开展模拟提案活
动，目的是希望同学们除了自身发展，还
要关注社会，培养家国意识，感受政协委
员严谨的科学态度，培养作为中国公民
的制度自信。”

据了解，北京青少年“模拟政协”活
动已连续开展多年，覆盖北京 400 多所
中小学校，是北京市基础教育阶段人才
培养方式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模拟

提案”“模拟议事”等方式，引导中小学生
关心社会生活、关注现实问题，了解我国
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提升协商能力，鼓励
同学们科学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建设性
地推进问题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模拟政协社
团的同学们，就曾关注到身边的浪费现
象，他们选取粮食浪费情况、资源循环利
用、节俭教育现状三个角度，面向 6 类人
群、40 多所学校，开展了为期两个多月
的调研。最终形成《关于进一步开展中
小学节俭教育的提案》，获得了全国青少
年模拟政协活动的最佳提案奖，并由全
国政协委员协助提交给全国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

人大附中“模拟政协”社团指导老师
杨迪之告诉记者：“学生将生活中的勤俭
节约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联 系 起 来 ，以 国 家 战 略 来 指 导 现 实 生
活。从热点问题出发，展开一系列调查
研究，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总结分
析、上交提案等环节，亲身参与中国的民
主实践。”

第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毅曾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学生们不仅关注垃圾
分类、电动车等身边的话题，也关注到北
京中轴线、冬奥等热点社会话题，更让人
欣慰的，还有学生关注到盲道建设等关
爱弱势群体的话题。孩子们关注的话题
已经超越了学科学习本身，延展到身边
的社会发展问题。”

接下来，各校的“模拟政协”社团还
将继续为学生搭建互动交流的平台，为
广大中小学生打开一扇窗，让同学们更
多地关注课本之外的世界，发出自己的
声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比较关注海
洋保护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话题。”在
龙泽禹心中，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宏大的
领域正等着他去探索和发现。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让梁墨涵和
龙泽禹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因为他
们参与的提案“上会”了。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
政协常委、中国林科院副院长崔丽娟带
来了一份“不一样”的提案——“关于在
商品包装上印制垃圾分类标识 的 提
案”。这份提案是由北京交通大学附
属中学（以下简称交大附中）的 4 名同
学调研后形成的“模拟提案”转化而来
的。高一年级的梁墨涵和龙泽禹参与

了调研和提案撰写等重要工作。
“能把自己的声音通过全国两会

传递出去，我们备受鼓舞。”作为中学
生，提案“上会”带来了极大的激励作
用。近年来，北京中学生通过学校的

“模拟政协”社团形成的提案相继被带
上北京两会和全国两会，这些提案从
小事出发，从热点入手，与社会现实紧
密相连。

一份“模拟提案”是如何诞生的？
它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宣教一线宣教一线

交大附中模拟政协社团开展线下调研。

““无废小屋无废小屋””活动现场活动现场。。卢文朔摄卢文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