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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红岩先锋，践行低碳生活

巴渝公益开展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

新闻 NEWS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和
4 月 23 日世界阅读日之际，
广州市小鹏公益基金会与深
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联合十
余家公益伙伴共同发布 2023
年“生态童书 60”书单，倡导
家庭、 学校和社会组织等与
孩子一起在阅读中提升生态
环境知识、素养和行动力，传
播生态文明理念， 营造绿色
生活风尚。 小鹏公益和爱阅
公益也就共同推广生态阅读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除共同
评选年度书单外， 未来还将
在生态童书创作资助、 课程
研发、 志愿服务等方面共同
进行探索。

暴雨、沙尘、酷热……面
对日益切近的生态环境风
险， 青少年和儿童既是最脆
弱的群体之一， 又是改变未
来的希望所在。 如何让他们
更好地理解气候变暖、 生物
多样性等现实危机， 进而提

升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能
力，值得各界关注。而基于阅
读的生态环境教育正是行动
的起点， 我们希望这份有态
度的书单能够引发儿童及其
父母在阅读中思考并且重建
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生态童书 60”是小鹏公
益和爱阅公益连续第二年发
起的公益项目。 入选的 60 册
（套） 均为过去一年内在国内
正式出版发行的儿童读物，其
中国内原创占比达到 35%；在
题材选择上，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大主题下，重点纳
入一批反映气候变化、清洁能
源和生物多样性等热点题材
的童书；在用户定位上，力求
覆盖 3 到 12 岁读者群体，并
适应学校课堂、亲子共读和公
开讲座等不同使用场景。

为确保书目的专业性、
科学性和可读性，“生态童书
60”项目组建了一个跨专业、

多元化的评审委员会， 汇集
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教育、出
版等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和
学者， 包括国家动物博物馆
副馆长张劲硕、 中山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中艺 、上
海辰山植物园科普部部长王
西敏、 中国海洋学会研学工
作委员会首席讲师徐小龙 、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副教授刘晓晔、 儿童阅读教
育研究者孙慧阳、 自然之友
品牌传播总监何苗、 画家和
图画书创作者姬炤华等。

以书单发布为起点，“生
态童书 60” 项目组联合多家
机构策划并推出一系列名家
直播活动。 小鹏公益同步上
线“小鹏公益+”小程序，并联
合小鹏汽车在全国主要城市
的多家门店， 在线上和线下
开展大咖领读、亲子共读、公
共展览和图书漂流等多元化
的公益活动。 （武胜男 ）

2023“生态童书 60”书单发布
儿童阅读助力生态保护

4月19 日，由巴渝公益
联合多家单位共同

组织开展的“争做红岩先锋，践行
低碳生活”———第 54 个世界地球
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重庆市渝中区
七星岗通远门城墙上举行。 活动
围绕衣、食、住、行、用等主题，通
过生态文明进社区宣讲、 微信步
数打卡、科普活动、低碳承诺墙签
名、跳蚤集市、双碳嘉年华、低碳
出行在山城 、 鸟类科普和围裙
DIY 等形式，吸引了社区居民、游
客、学生 800 多人次参与活动，推
动践行低碳生活， 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巴渝公益来到七星岗街道
捍卫路社区，面向社区居民进行
宣讲，巴渝公益宣讲志愿者柏子
炎以“无废城市宣传”为主题，围
绕“什么是‘无废城市’？ ”“市民
如何垃圾分类” 等环保知识宣
讲。 在宣讲现场，社区居民认真
倾听志愿者讲解，了解关于无废
城市的知识、重庆生活垃圾分类
方法以及如何收集并投放垃圾
的知识，居民们纷纷点头附和。

志愿者讲道，重庆市主城区
一天的生活垃圾约为 11100 吨，
如果以 1 立方米的箱体堆积起
来，高度会达到 22755 米，约等
于 64 座重庆来福士。 居民们听
到这里， 被具体的数值所震惊，
感叹人们一天产生的垃圾如此
之多， 认识到要从源头减量，减
少垃圾的产生，并在垃圾投放时
做好分类。

在活动前期通过巴渝公益
微信公众号推文宣传，告知居民
本活动的要求和须知，同时还组

织志愿者在现场向走过路过的
居民宣传介绍。“微信步数打卡”
环节旨在倡导居民、社会公众低
碳出行，出门多选择步行或公交
地铁。 居民在 4 月 18 日或 19 日
微信步数达到 5000+ 、8000+ 、
10000+、15000+、20000+，即可以
获得相对应的奖品。 不少居民、
外地游客都积极响应，用微信步
数兑换奖品。

在宣传展示区，巴渝公益设
置了 13 个展架向市民科普宣传
“双碳”目标、“无废城市”、《公民
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地
球日由来和意义、 生物多样性
“鹰飞之城”等主题海报供居民、
游客参观学习。 同时宣传志愿者
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介绍低
碳、环保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为
市民存在的部分疑虑答疑解惑，
引导市民参与现场趣味活动。

在低碳生活承诺墙处，参与
者将自己在衣、食、住、行、用等
方面的低碳生活小妙招写在便

利贴上粘在地球形状的承诺墙
上，并在承诺墙上签署自己的名
字，倡导绿色环保、低碳出行。 现
场还有参与活动的居民手持环
保承诺牌合照，承诺打卡，展示
自己“节约一度电， 少排一份
碳！ ”的倡议和决心。

为引导居民重复使用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率， 从源头减量，
开展跳蚤市集进行旧物置换活
动。 围绕“衣”“用”等主题，提前
通过社区敲门行动、张贴海报等
方式向周边社区、 中小学校、幼
儿园等渠道宣传动员组织居民、
师生提供闲置的衣物、 日用物
品、图书等物品。 志愿者事先将
准备好的重庆交通旅游图、手工
艺品、玩偶、包包、手链、香皂 20
余件闲置物品整齐摆放在地上，
前来交换的居民既可以选择交
换摆放在地上的物品，也可选择
现场前来置换人员自己手中的
物品，置换方式自行协商，双方
同意，即可交换。

活动现场还设置涉及“地球
日”环保主题的趣味游园会，6 个
现场环节，“垃圾分类大灌篮”

“爱拼才会赢”“鸟类辩辩辩”“垃
圾分类大转盘”“绿行棋”“沙包
大作战”， 参与者依次参与各个
环节游戏，通过一关即在卡片上
盖一个章，完成任意的几个环节
的即可获得相对应的奖品。

以七星岗城墙上为起点，由
渝中区老街文化公益发展中心
负责人代远翔带领 20 余名渝中
职教中心的学生和居民， 手持
“低碳出游”“问水寻源” 字样的
绿色小旗子，从七星岗城墙出发
依次经过通远门、 打墙坝广场、
331 惨案纪念碑、石房子等路段，
并为参与人员及路过的游客朋
友讲解沿途路上的历史文化，参
观沿途的文化墙，体验重庆山水
之城的特色。 走到打枪坝附近，
代远翔为学生参与者们讲述着
1929 年兴建至今仍在使用的重
庆第一座自来水厂———打枪坝

水厂的故事，并介绍日常生活中
的自来水的抽水、净化、输送等
基本常识，从环境健康角度入手
倡导居民保护身边的水环境。

路过的一位游客围着“鹰飞
之城”宣传海报驻足观看，不时
向志愿者询问鸟类情况。 另一
旁，参与人员还在传益千里的志
愿者的引导和教学下参与现场
围裙 DIY 制作。有的居民拿着鸟
类科普的展板合照，一对外地游
客还投入到围裙 DIY 的制作中，
在围裙上画小花和麻雀，并准备
将围裙带回家。

巴渝公益有关负责人说 ，
此次活动通过形式新颖、 群众
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 让公众
在趣味活动中学到知识， 也有
效激发公众的主体意识和责任
意识，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把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转化为
全民自觉行动，实现从“要我环
保”到“我要环保”的转变有着
积极的作用。 （高文兴 ）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自然之
友在北京举办以“环境教育”为主题
的 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春风
化“绿”：更绿的人心，更绿的未来》，
超过 50名来自环保、公益、教育、媒
体等领域的从业人士、 志愿者共聚
一堂， 为当前环境与气候变化挑战
探索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为“而立
之年再出发”积蓄能量。

“自然之友相信，教育的底色
影响着人心的颜色，而人心的颜色
决定着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颜色。只
有当人心变得更绿的时候，中国的
未来才有可能变得更绿。 ”北京自
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金梅
如是说。

自然之友名誉理事长杨东平、
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康雪、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首席专
家贾峰相继致辞，共同回顾过去三
十年民间环保组织对中国社会和
环境保护的价值，提出了值得深思
的话题：面对当前新的挑战，自然
之友和民间环保组织应当如何更

好地回应问题。
在圆桌讨论环节，自然之友·

盖娅自然学校校长张赫赫、 上海
辰山植物园科普宣传部部长王西
敏、儿童阅读研究专家徐美玲、自
然魔法棒发起人柴青、 一公斤盒
子 CEO 陈丹、上海交通大学高级
金融学院实践体验学习中心项目
主管张薇，围绕“从环境危机到气
候危机，教育如何直面挑战”展开
讨论。

曾经在线上广受欢迎的志愿
者故事会也在此展开。北京自然之
友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康雪、北京五
中地理教师董雁、 自然之友·盖娅
自然学校博物课讲师王丹昊作为
老中青三代志愿者代表，分享了如
何与自然之友结缘并同行至今的
故事。

现场，《寂静的春天》《林间最后
的小孩》《绿孔雀：我的家在哪里》等
科普读物被推荐给线上线下观众，
部分携孩子参与活动的家长也表达
了对环境教育的看法。 （马兴帆）

共话“更绿的人心，更绿的未来”
自然之友举办 30周年纪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