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 45 个植树节到来之
际，意大利国际制药集团凯西中
国宣布通过合作伙伴中国绿化
基金会， 助力“百万森林计
划———沙漠锁边林行动”。 该项
目是“凯西马可·波罗计划”的进
一步延展，帮助构筑河西走廊生
态安全屏障，改善当地生产生活
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根植中国、 持续发力中
国市场的重要体现，凯西“马可·
波罗计划” 于 2022 年 10 月正式
启动，在未来五年，凯西持续在丝
绸之路沿线地区发力， 为中意和
中欧呼吸领域的学术交流和推广

搭建平台， 同时在非遗传承文化
保护和乡村振兴方面贡献力量。
此次线上捐赠的“沙漠锁边林行
动”树木将主要种植在张掖地区，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 自古是
丝绸之路商贾重镇和咽喉要道，
也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沙漠锁边林行动”是凯西中
国参与的第二个植树行动，今年，
在“每位员工一棵树”的捐赠基础
上，公司进行同倍捐赠，付出加倍
承诺， 为改善沙漠边缘生态和脆
弱的植被贡献力量， 并助力当地
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绿化基金会百万森林

计划公益项目负责人罗佳佳表
示：“中国的植树造林环境生态
保护经过多年治理已经取得了
喜人的成绩， 但是中国幅员辽
阔，还有一些生态脆弱地区需要
持续和格外的关注，我们欢迎更
多的企业在关注企业经济效益
的同时，关注生态保护。 我们很
高兴像凯西这样的企业，积极投
身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的项目在
生态修复、自然教育、社区发展
三大板块贡献力量。 ”

“自 2019 年以来，凯西通过
了 B Corp（共益企业）认证，秉承
‘商业向善’的理念，公司在促进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遵
循非常严苛的标准。 ”凯西中国总
经理戴赋兴（Davide Dalle Fu－
sine）表示，“作为一家在呼吸领域
有所特长的医药企业， 我们不仅
通过创新的产品帮助患者能够畅
快呼吸， 也希望在环保方面贡献
力量， 期待助力营造地球的‘绿
肺’———更好的空气质量也有利
于患者的呼吸系统健康。 ”

“环境保护、教育及下一代、
文化发展与传承、社会创新与包
容、灾难救济”等五个维度是凯
西重点关注的公益领域。 作为 B
Corp 共益企业，凯西集团在全球

范围， 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此
前在意大利帕尔马成立了非盈
利组织———绿色公里联盟，目前
联盟成员已超过 60 家。 自 2022
年 11 月，凯西中国“马可·波罗
计划”公益文化项目正式扬帆起
航以来，公益项目首站落户成都
青白江，与青白江十二针残疾人
绣坊达成合作，支持蜀绣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继续根植中国，积极发挥商业
向善的力量， 为提升患者生活质
量、环境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
积极影响力，是凯西公司一直肩负
和履行的重要责任。 （王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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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马可·波罗计划”再出发

公益资讯INFOS

天行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2017 年调查结果显示， 现存
天行长臂猿种群包含 32 个家庭群
和 11 只独猿，总数少于 150 只，且
有相当一部分种群生活在保护区
外，发现即濒危。因此，提升长臂猿
所在的当地社区保护力量、与社区
老乡一同培育长臂猿的食物树，成
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云
山保护”）的重要工作。

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升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的
内核所在。 通过申报和评审，云山
保护的“生态种植提升长臂猿栖息
地质量项目”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
认可，成为 2022 年受资助项目，通
过生态种植改善长臂猿栖息地质
量，探索社区为主体的生态保护和
可持续自然资源利用模式。

云山保护的团队通过在林层
系统布设红外相机，记录食物树被
长臂猿取食的全过程和取食者取
食的行为生态数据，从而确定每个
季节对于天行长臂猿最重要的食
物树种，从食物的角度对于栖息地
恢复提出建议。

在青山公益的资助下， 云山
保护项目组筛选了第一批抚育的
苗或种子， 进行培育、 移栽等工
作。 在栖息地破碎化的情况下，种
树，就好比给牛郎织女搭起鹊桥。
等待树木茁壮，长臂猿之间“只闻

其声，不见其猿”的情况就会慢慢
得到改善。 生态种植可以进一步
改善长臂猿栖息地质量， 促进长
臂猿种群长期存续的保护模式，
同时也能为傈僳族村寨提供多样
的经济来源。

当地社区居民已经和天行长
臂猿相处好几个世代，虽然早已习
惯了清晨的“两岸猿声啼不住”，却
极少有人亲眼见到过长臂猿，对长
臂猿的认知相对匮乏。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调动社区
居民的保护意识？在青山公益资助
下，项目不断推进，不断摸索和尝
试，借助当地傈僳族居民的传统生
态知识和长臂猿保护专家的生态
知识，让老乡们的种植技术能够得
以提升，共同培育更多树苗，让长
臂猿能吃好、住好，增加互动性的
同时加深理解自己的生活与长臂
猿的关系，让社区居民更深切地感
受到自己与长臂猿之间的连接。

春暖花开，新一批的育苗和种
植工作也即将展开。生态种植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云山和社区老乡一
起种下的不仅是长臂猿的希望，也
是傈僳族的未来。

故事还在继续，保护长臂猿和
栖息地的路上还需要更多公益力
量。 在 85 余万美团外卖青山公益
商家的共同参与和贡献下，青山公
益让更多的猿鸣在群山之间回荡，
和长久伴山林而居的当地居民、项
目工作人员一起守护长臂猿和它
们的山林。 （徐辉）

青山公益携手云山保护
探索社区为主体的生态保护模式

3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国
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第七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来
自全国各行业领域的会员
单位、分支机构、合作单位
和相关单位的 600 多名代
表参会。 会议听取协会第六
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第七届理事会及其负
责人，审议通过协会章程修
改草案等，研究部署新一届
理事会的总体发展目标和重
点工作。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党委书记、 第六届理事会理
事长王德学代表第六届理事
会作题为 《牢记初心使命

聚力砥砺前行 全面开启协
会改革建设发展新征程》的
工作报告。 王德学从七个方
面总结了第六届理事会工
作：一是坚持突出党建引领，
为协会事业发展提供坚强
保证；二是坚持扎实有力推
进，全面促进协会自身建设
上台阶；三是坚持以改革促
发展，为协会不断前进增添
新的动能；四是坚持认真履
职尽责，扎扎实实搞好“五
大服务 ”工作 ；五是坚持不
懈谋求发展，积极拓展新的
服务业务和领域； 六是坚持
推进内外合作， 不断扩大协
会的境内外影响力； 七是坚

持始终追求卓越， 使协会发
展真正进入了快车道。

据了解，中国职业安全健
康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
举出七届理事会负责人，王德
学当选理事长，39 人为副理
事长。 大会还表决通过了《中
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第六届
理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中
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章程修
改草案报告的议案》《中国职
业安全健康协会第六届理事
会财务报告的议案》《中国职
业安全健康协会会员管理办
法的议案》 和协会有关规定
的议案。 （皮磊 ）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全面促进自身建设上台阶

为进一步推进湖南省株
洲市渌口区高品质儿童阅读
的发展，经过前期考察调研，
在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文旅
广体局与教育局的支持下，
爱阅公益基金会在渌口区四
个乡镇设立 10 个“阅芽图书
馆”项目点，并为全区 34 所
小学捐赠 100 套“爱阅童书
100”书盒，开展“书香渌口”
项目合作。

据了解， 阅芽图书馆标
准配置 72 个适宜 0-6 岁儿
童和家庭阅读的阅芽借阅
包， 每个阅芽借阅包含有 3
本适龄绘本和 1 份亲子阅
读小技巧卡牌，旨在带动当
地及周边地区 0-6 岁儿童
家庭构建安全、友好 、有趣
的阅读环境，提高儿童早期
阅读能力，并协同当地相关
部门助力乡村儿童、 流动儿
童教育发展， 为当地 0-6 岁
儿童及家庭提供优质的早期
阅读资源。

爱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李文谈道：“早期阅读至关重
要， 阅读需要后天的培养，我
们也要成为有协作能力的大
人。 希望‘阅芽图书馆’项目的
落地，能在株洲市渌口区探索
出一种服务 0-6 岁乡村儿童
和流动儿童早期阅读的项目
模式，让乡村儿童、流动儿童
和家长都能够高频率、高质量
的亲子共读。 ”

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
梁天琛表示：“阅芽图书馆的
建立， 对我区建设‘书香渌
口’、 推进全民阅读具有积极
深远的意义。 希望在此次战略
合作中将渌口区儿童早期阅
读项目打造成为全市乃至全
省的典范。 ”

自 2017 年爱阅公益基金
会启动爱阅童书 100 项目，每
年都会邀请专家团队， 以公
正、科学、专业的标准评选产
生当年的 100 本童书和 10 本
教师用书，目前已经持续评审

发布 6 年。
爱阅公益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捐赠爱阅童书 100
书盒的初衷是希望更多人关
注高品质的阅读与童书，同时
希望受捐学校， 可以开放书
盒，让孩子们去阅读，在班里、
在操场上、 在课间的楼道里，
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那本书，分
享阅读带来的快乐。

渌口区教育局长胡岚说：
“我们会将爱阅公益基金会捐
赠的 11000 本图书分给不同
的学校，校园书香，家校共读，
未来家乡孩子反哺。 ”

后续， 爱阅公益将通过
两年的持续陪伴和阶梯赋
能，推进“阅芽图书馆”在渌
口区的运作， 服务更多渌口
区的儿童和家长。 希望在各
方努力下， 渌口区能够成为
早期阅读示范区， 让更多孩
子从 0 岁开始享受阅读的乐
趣， 为成为终生阅读者打下
良好基础。 （武胜男 ）

株洲渌口区携手爱阅公益
启动“书香渌口”项目

云山保护项目组成员和当地社区老乡一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