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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玛上 GO”项目：
青年力量推动乡村环保与可持续发展

新闻 NEWS

2014 年，玛氏箭牌通过“赠
与亚洲”携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发起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可

持续，玛上 GO”项目，通过教育
和培训，激发青年对环保问题的

关注和思考，鼓励青年人围绕环

保问题提出创新解决方案，引导

他们运用创新思维，为可持续发

展贡献力量。经过近十年的探索

和实践，项目共吸引超 5.5万名
高校学生参与，收到 8500多份
环保创意方案，影响超 7800万
人次，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为更好地保护美丽乡村，推动

乡村可持续发展，近日，2023-2024
公益未来·玛氏箭牌“可持续，玛上

GO”全国青年环保可持续创新项
目在北京启动。在项目十周年之

际，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携手玛氏

箭牌、环保领域专家与学生代表，

在北京及周边乡村展开了为期三

天的乡村调研，开启“可持续，玛上

GO”项目第十年旅程。
项目经过近十年迭代发生

了哪些变化，解决了哪些问题，

其特色和亮点是什么？近日，《公

益时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十年环保行动
点燃乡村可持续热情

在过去的十年里，项目不断

迭代升级，从围绕城市社区开展

环保项目到聚焦乡村环保问题，

从随身垃圾袋设计到环保创新

实践再到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应

用，其不断推动着乡村环保和可

持续发展的进程。

据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王鹏介绍，从 2014年到 2020
年，“可持续，玛上 GO”项目主要
围绕城市社区开展环保项目，

2021 年后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和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乡村环

保问题，并支持创意方案在乡村

孵化实践，鼓励青年人围绕乡村

废弃物的分类处理及再利用等环

保问题，提出创意解决方案。

该项目前身是“垃圾投进

趣”。2021年，“垃圾投进趣”项目
演变为“包装可持续”主题，更加

注重包装层面的可持续设计，通

过召集富有创意、热衷环保、敢

于实践的青年大学生，运用可持

续思维及创新意识，策划包装方

案并亲身参与公益实践。

2022年起，项目开始关注乡
村场景下的产品包装浪费、负责

任的垃圾丢弃行为教育不足等

问题，挖掘乡村社区及村域范围

内包装废弃物产生的环境问题，

提出创意解决方案，并探讨方案

的可实施性、评估方案效果，推

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生活生

产领域的包装可持续和塑料可

持续转型。

谈及项目的升级和拓展，该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其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

首先，借助地方环保组织力

量增强落地可行性。项目计划与

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及

周边的五个在地环保组织成为

“同行伙伴”，为大学生的乡村需

求调研、落地实践、相关辅导提

供支持。由本土机构提出当地乡

村待解决的乡村社区及村域范

围内包装废弃物产生的环境问

题，并为参与学生开展线上知识

讲解。参赛学生围绕乡村环境痛

点议题设计方案，从而增强项目

赛后落地的可能性；

其次，明确划分乡村环保四

个方向。项目围绕“乡村场景下的

包装可持续”主题，通过技术创

新、包装设计创新、分类回收和宣

传教育四个方向的具体分类，让

大学生们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发

挥智慧和技能参与乡村环保；

最后，设置“乡村环保续航基

金”关注长期在地影响。2023年上
半年，项目为优秀的学生队伍提供

半年的实践经费，给来自中国人民

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

学的学生安排在河北雄安新区雄

县胡各庄村进行社会实践，将他们

的乡村环保工坊和新型杯子材料

设计落地村庄。项目还将正式设置

“乡村环保续航基金”，为两支贴近

落地乡村环保需求、可行性和创新

性高的团队提供 3万元经费。大学
生在同行者计划的支持下到合作

乡村开展为期半年的落地实践，希

望通过这笔资金，点燃乡村环保可

持续的热情，推动乡村环保和可持

续发展的进程。

“接下来，我们将组织一系列

的活动，激发青年人的环保意识，

提升他们的环保技能和领导力，

使他们成为推动乡村环保与可持

续发展的积极力量。”王鹏说。

青年力量助力
乡村生态振兴

调研第二天，环保社会组织代

表与大学生一同走进了北京兴寿

镇下苑村和辛庄村，在实地探访过

程中了解包装废弃物的源头减量

和分类回收，在与村民的交谈中学

习乡村可持续的先进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

院金融学大四学生王晓莉和惠

州学院美术学大二学生袁梓华

是这一项目的积极参与者。在启

动仪式上，嘉宾们的分享也让王

晓莉和袁梓华受益匪浅，让他们

对生态环保有了更深的认识，在

产品设计中更加注重环保，也为

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新的思考方

向。他们表示，作为青年大学生

应该具备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

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可持续，玛上 GO”项目的
特点在于鼓励创新和实践。王晓

莉表示，这个项目吸引她的是创

新性，与学校的志愿活动相比，这

个项目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创新点

去科普环保知识，这是一种新的

体验。袁梓华认为，这个项目是一

个很好的公益实践机会，能让同

学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

在策划方面，王晓莉和袁梓

华也都有自己的想法。王晓莉计

划通过办展的方式吸引更多同

学参与，同时宣传环保知识；袁

梓华则希望给同学们提供一个

更多人可以参与的平台，让他们

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意点。

在袁梓华看来，“可持续，玛

上 GO”项目的开展能够激发同
学们的环保热情，从而对未来的

职业选择产生影响，让更多的人

选择环保相关职业。

王晓莉则认为，在推动乡村

生态振兴的进程中，青年大学生

的力量将起到关键作用。在她的

家乡甘肃有着一代又一代在沙

漠种树治沙的人，然而近年来随

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外出工作，

这项事业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困

局。她希望更多青年参与到乡村

生态振兴中来，为乡村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和创意。

乡村环保之路：
挑战与机遇并存

被问及在参与乡村生态振兴

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时，袁梓

华告诉记者，通过调研发现，在城

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外迁，

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这使得乡

村地区的资源更加匮乏，环保任

务更加艰巨。“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作为青年力量的我们，应该积

极参与到乡村环保工作中来。”

通过此次乡村调研，袁梓华

对于乡村环保问题有了更深刻

的感受。“通过调研，我深刻感受

到了乡村环保问题的严峻。乡村

地区缺乏科技、经验和资源，这

使得环保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应

该切实加强人才和资源向乡村

地区的倾斜。”

在走访调研中，王晓莉也看

到了在环保方面不错的案例。

“以昌平区下苑村为例，他们针

对垃圾处理有了较好的意识和

方法。每家每户门口都有分类垃

圾桶，保洁阿姨负责回收垃圾、

转运到垃圾分类站、对垃圾进行

二次分类等处理工作，此外还有

用于厨余堆肥的车子、收集旧衣

物的绿箱子等设施。这些措施有

效地改善了乡村环境卫生状况，

也为其他村庄提供了可借鉴的

经验。”

搭建连接乡村
与青年学生的平台

在王鹏看来，该项目首先激

发了高校青年的影响力和号召

力，不仅关注乡村环保，还为推动

乡村的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打开

了窗口，为绿色低碳发展培养了

一批储备军，引导社会各界关注

环境可持续议题，形成绿色低碳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次，项目探

索并初步形成了青年参与环保倡

导的平台，聚集了可持续领域的

专家，为学生及其方案提供了专

业指引。这种跨领域的合作与探

索，为乡村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带

来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第三方调研评估发现，项目

在提升大学生认知、行为和能力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他

们对包装可持续发展现状的认

识有所增强，八成以上项目高校

大学生比较关注包装可持续议

题。其次，他们在包装可持续方

面的行为有所改善，项目高校直

接受益大学生经常会对包装资

源进行回收利用。第三，他们的

综合素养及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包括文献调研或实地调研的能

力，执行能力、方案策划及撰写

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表达能力

和团队合作能力等。

此外，项目在周边社区居民

的包装可持续意识和行动力方

面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评估结果

显示，优秀参赛大学生落地实践

的环保方案在让更多村民接受

包装可持续的理念，推动可回收

包装的循环使用，指导村民用更

科学、环保的技术或设备处理乡

村垃圾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明

显的成效。

“大学生是社会的未来，也

是乡村振兴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我

们长期关注和支持青年人走进

乡村，‘可持续，玛上 GO’项目作
为连接乡村与青年学生的平台，

发挥青年一代的创造力和激情，

培育支持创新项目，助力青年大

学生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我们

将项目共同打造成为青年参与

乡村振兴的实践阵地，推动乡村

环保改善生态环境的新力量。”

王鹏总结道。

玛氏箭牌中国区企业事务副

总裁席庆表示，玛氏相信“未来始

于当下”，希望借助青年人的环保

热情和创新思维，集思广益，唤起

公众的环保意识，让更多组织和

伙伴加入到实际行动中，共同构

建可持续的美好明天。

近年来，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

要议题。应对这一挑战，不仅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及社区等各方共同努力，更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贡献。青年

力量作为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其影响力和潜力在推动环保与

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探讨乡村环保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