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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 2007 年发起的“地球一小时”
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益环保活动， 如今已发展成一个可
以让全球关心自然、热心环保的人共同发声的平台。 2023年，
“地球一小时”活动标识迭代了视觉形象，以“60”取代“60+”，
强化了“一小时”的概念；以翻页时钟为灵感来源，传达在紧迫
的时间下，需要更多人“为地球献出一小时”才能创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2022 年度“广州市见义勇为最美街坊”“广州市见义勇为先进集
体”暨 2023 年第一批见义勇为人员慰问奖励仪式

今年“地球一小时”在北京、
上海、深圳、成都、武汉、长春、西
安、保定、昆山等多个城市同时
举办多个线下主题活动，吸引全
国各地公众，凝聚更多“一小时”
的力量， 共同助力 2030 年实现
“自然向好”的目标。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
京代表处（以下简称“WWF 北
京代表处”）、生态环境部宣传教
育中心（CEEC）、昆山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 2023 年“地球一小
时”昆山主场城市活动。 在 3 月
25 日举行的论坛中，来自政府、
非政府组织、院校、企业、媒体等
各方代表，围绕"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城市"主题展
开讨论。

WWF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卢伦燕表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
重危机在持续加剧。在 COP27会
议通过的‘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
和 COP15 大会推动达成的‘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等相关内容，让我们在意识到
危机和挑战犹存的同时， 也看到
了全球合作带来的曙光。通过‘地
球一小时’活动，我们相信这一小
时的黑暗， 能唤起人们心中探索
地球可持续的希望之火。 愿这份
希望之火， 在这一小时之外也能
持续发光。 ”

晚 8 时，2023 地球一小时熄
灯仪式在昆山当代昆剧院举办。
开篇是一场特殊的对话，远在空
间站的英雄航天员费俊龙带领
身处地球的人们，从外太空的视
角看地球，号召大家爱护我们唯
一的家园。

今年熄灯仪式开启了一条
全新的“共创之路”。 多样背景的

“创作者” 担任熄灯仪式现场表
演环节制作人，用多元化创意传
递情感、启发思索。 音乐人小河
和贾凡作为“关上灯，点亮希望”
和“为地球献出一小时”两大环
节的制作人， 携音乐家鲁树枰、

王健、程天磊、昆山杜克大学学
生合唱团和七色堇艺术团为地
球歌唱。 作为本场另一大亮点，
全年志愿者服务项目“我为地球
献出一小时计划”以数字化创新
技术的方式启动。

在全球瞩目的熄灯环节，各
界代表上台启动了地球熄灯装
置，呈现出地球家园自然本真的
色彩， 象征着在众人的努力下，
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焕发生机。 随
即，全球地标建筑同步熄灭不必
要的景观灯一小时，整场活动在
“关上灯，点亮希望”的呼声中走
向高潮。

在昆山森林公园举办的公
益嘉年华的活动上， 绿色浙江、
绿色光年、 昆山杜克大学防鸟

撞、西交利物浦大学绿境社引导
市民开展自然观察、林间慢跑等
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在昆山万象
汇的公益嘉年华之“光影艺术
展”上，市民通过自然摄影作品
和太阳能装置回顾地球一小时
的历程。 嘉年华活动将持续举行
至 4 月，让市民充分感受到“多
彩的生活源自多样的自然”。

另一场多维度的主题论坛
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 论坛由
WWF 北京代表处和北京市民间
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北京民合
国际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 守护
地球新“食”尚板块深入探讨了
减少食物浪费和保护生态环境
间的紧密联系，发布了“爱粮食
尚———减少食物损失与浪费倡

议”， 并启动清洁高效减损冷链
项目，带动爱粮、惜粮的“食”尚
潮流；在“与自然同行”板块中，
安踏集团回顾了与 WWF 同行 3
年推动企业可持续转型和参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故事，并在今
年联合发出“与自然童行”环保
理念，一起为环保助力；在参与
推动中非“南南合作”环节，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合作伙伴
一道分享了海外中国企业的绿
色基建、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
海外项目环境风险防范等领域
的经验与成就，展望未来合作的
美好前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
新思路，实现 2030 自然向好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 在“共建共享国
家公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
题圆桌论坛中， 来自政府机构、
研究院所、 国内企业等多方代
表，共同解读国家公园顶层设计
理念，探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有效路径。

WWF 北京代表处副总干事
周非表示，“面对气候和生物多
样性的双重危机，‘自然向好’是
共同的解决路径。 我们鼓励全社
会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
家公园建设的过程中，倡导降低
消费足迹，减少食物浪费，降低
污染和碳排放，扭转生物多样性
丧失，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为
此，WWF 将继续发挥领导力和
影响力，支持‘自然向好’的全球
目标在中国落地实施。 ”

（据《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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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月里两次下水救人的
六旬阿伯陈良田、奋不

顾身跳入珠江救人的环卫质检
员谭建鹏、全网寻找的徒手爬楼
“救火英雄”周求清……

这些闪光的人物 ，来自各行
各业，他们之中有医生、辅警、外
卖小哥 、公交师傅 、环卫质检员
以及中学生，却都有着见义勇为
的善举 ，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广州街坊”。

实名注册人数 67 万的 “广
州街坊 ”队伍 ，已经成为全市乃
至全省社会治理的一张响亮的

名片 ，持续擦亮平安广州 、文明
广州的底色。

“最美街坊”见义勇为
以平凡之躯行英雄之事

去年某日，广州市海珠区南
田路附近一栋老居民楼三楼阳
台处正冒着浓烟，火苗正往上猛
蹿。 56 岁广州街坊周求清办事路
过， 见状急忙跑去事发楼道，看
到有多名街坊正打算使用楼道
里的消防栓灭火，“让我来，让我
爬过去灭火吧！ ”

虽然有街坊提醒这样十分
危险，但曾干过建筑工的周求清
有高空作业的经验，对自己有信
心。 他徒手从楼道窗口翻出外
墙，扛起街坊递来的水带爬到了
起火住户家阳台，他一手紧紧抓
着阳台的防盗窗，一手拿着喷嘴
朝着火处不断喷水……“整个过
程大概持续了五分钟左右，火势
很快得到控制了”。

“飞檐走壁”的周求清事后
说道，“当时就没有过害怕，根本
就没想那么多，心里就只有一个
念头：要赶紧把火扑灭，万一烧
到整栋楼就危险了，一定要减少
损失！ ”

善举不论年龄，见义勇为的
火种， 也点燃在年轻一代心中，

“00 后”见义勇为街坊涌现。 2022
年度“广州市见义勇为最美街
坊” 名单中， 年龄最小仅 14 岁
的，是来自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实
验学校的学生小龙。 在路遇醉汉
无故殴打一名老人时，她勇敢上
前劝阻，制止醉汉殴打老人。 不
料被对方用拳头打伤嘴部，造成
她上下两颗牙齿受伤，但小龙仍
坚持劝阻，并协助及时赶到的民
警将醉汉抓获。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

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逆向
奔赴险情发生地，“最美街坊”路
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以平凡之躯
行英雄之事。

让善举得到更多善待
为见义勇为者“撑腰”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
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深入弘扬
见义勇为街坊事迹，让善举得到
更多善待，在激发社会崇德向善
的内生动力的同时，发挥榜样力
量， 让更多街坊群众见贤思齐，
积极主动加入见义勇为的行列
中去。

近日， 广州市委政法委、广
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举行 2022
年度“广州市见义勇为最美街
坊”“广州市见义勇为先进集体”
暨 2023 年第一批见义勇为人员
慰问奖励仪式。 10 人获评 2022
年度“广州市见义勇为最美街
坊”，3 个集体获评 2022 年度“广
州市见义勇为先进集体”。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离不开
持续有效完善工作机制、增强权
益保障。 据统计，2022 年，广州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共慰问奖励
见义勇为平民英雄 197 人次，发

放慰问奖励金 46.1 万元 。 与
2021 年相比， 慰问奖励人次提
高了 50 人次， 奖励金总额提升
了 8.9 万元。

据了解，广州还注重对“广州
街坊”品牌的扶持、孵化、制定激
励保障政策， 以提升群防共治队
伍的续航能力。比如，在资金投入
上， 广州市委政法委通过积极开
源，先后引入见义勇为基金、福彩
基金等开展“广州街坊”群防共治
公益创投活动， 对优秀群防共治
项目进行资助扶持、孵化。探索通
过志愿服务入户积分、 小程序积
分兑换奖励、月度榜单、投票活动
等方式激励公众参与， 为实名注
册的“广州街坊”统一购买人身意
外保险，确保“广州街坊”的人身
权利， 解除他们参与群防共治活
动的后顾之忧。

此外，广州还加快“广州街
坊之家（见义勇为之家）”工作平
台建设，以创建全国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契机，优
化“红棉指数”监测预警功能，通
过常态化监测、 数据化评估，科
学反映每个季度全市各区的社
会治理效能，为平安广州“画像”
的同时，加快构建立体化、智能
化防控体系。 （据南方网）

“最美街坊”见义勇为
凡人善举点亮英雄城市广州

“为地球献出一小时”北京主题活动系列演讲与论坛现场，孩子
们为推广绿色低碳生活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