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 月 3 日是第十一个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记者从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上

海已建成 22 个野生动物栖息
地，包括闵行区吴淞江鸟类栖息

地、松江区叶榭獐极小种群恢复

与野放栖息地、东滩湿地公园扬

子鳄种群恢复栖息地等，改善了

区域野生动物生存和繁衍条件，

提升了地区生物多样性，同时也

为市民提供了亲近自然、体验野

趣，了解野生动物、接受自然教

育的场所。

22 个野生动物栖息地

走进闵行区华漕吴淞江鸟

类栖息地，鸟儿啾啾，水清岸绿。

监测显示，这里目前共记录到鸟

类 40种，与建设前相比，增加了
8种。据闵行区负责人介绍，浦
江郊野公园湿地生态修复项目

着力改善周边河道水环境，通过

湿地构建、水系构建和生态水净

化，引入鸟类，构建栖息地，形成

观赏价值显著、秋景极具特色的

森林湿地。

奉贤区自 2007 年以来，针
对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狗

獾在本市濒临灭绝的现状，在申

亚生态林地内持续十年开展了

三个轮次的狗獾重引入工作。

2018年，为保护庄行竹林的 12
只野生狗獾，市、区各方投入大

量资源，模拟其栖息地，成功将

其引入新地块。目前新栖息地内

狗獾数量持续增加，活动频繁，

且已有繁殖行为。

崇明拥有多个自然保护地形

式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如西沙湿

地公园野生动物栖息地，记录到

的鸟类物种近百种，每年秋冬季

同样有大量候鸟选择来此越冬。

保护野生动物的关键在于

保护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上

海市林业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上海共建成 22个野生
动物栖息地，这些野生动物栖息

地连同全市 11处自然保护地和
13块市级重要湿地，编织起一
张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大网。

去年 10月 1日起，《上海市
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施行，建立

了市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制度，

为加强上海的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保护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

律保障。

成为自然教育场所

这些野生动物栖息地不仅

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舒适的家园，

也成为上海开展自然教育的场

所，让市民走进自然，更好地了

解野生动物。

每年的“湿地日”“爱鸟周”

“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主题

活动，多个野生动物栖息地都会

举办自然教育活动，宣传栖息地

的保护建设。

华漕鸟类野生动物栖息地

和吴泾塘湾野生动物栖息地分

别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

宣传相关活动，提高市民保护野

生动物保护意识。全年共开展科

普宣教活动 20多场，接待学生
人数 400多人次。吴泾塘湾野生
动物栖息地还编写和印制了《吴

泾塘湾野生动物栖息地生物多

样性图册》。

松江叶榭獐极小种群恢复

与野放项目栖息地致力打造“三

大系统、八大基地”栖息地实行

预约活动制，定期免费开展公益

自然教育活动向不同人群宣传

獐保护、生态保护的条件，提高

广大市民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

奉贤申亚林地内建设了以

狗獾为主的野生动物科普展示

馆，为中小学生宣传野生动物及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崇明新村乡麋鹿栖息地努力

打造林、田、水、鹿、人和谐共生的

生态发展格局，开展科普宣传活

动，推广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形成

上海市生态科普教育栖息地。

市民有机会走进栖息地

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的

全球活动主题为“连接人类与地

球：探索野生动植物保护中的数

字创新”，关注数字科技在野生

动植物保护中的应用创新。我国

活动主题为“构建野生动植物智

慧保护体系”。

上海也开展丰富的线下活

动和线上科普，带领市民进一步

走进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3月 3日，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当天，松江叶榭獐极小种群恢

复与野放项目栖息地举行了“国

航长江生态保护基金”獐显不凡

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和志愿者、

爱心企业、公益组织一起，助力

獐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

3月 2日-3月 3日，浦东新
区金桥路 535 号社会创新示范
园以及世纪公园举办“风从海上

来·自然探察团”观鸟导赏实践

营培训营活动，通过专业的自然

及鸟类知识培训，让更多市民感

受触手可及的自然之美，培养更

多的自然导赏员。

野生动物管理部门还在嘉

定区安亭新镇安智路 195 号
WeArts文艺小剧场举办社区科
普活动，向市民科普上海常见野

生动物，为市民碰巧遇到野生动

物的该采取什么措施支招。同时

在浏岛栖息地举办观鸟活动，通

过普及鸟类知识，让市民了解有

这么多野生动物在人类身边，更

好地提升市民保护野生动植物

意识。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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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捐赠 1亿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接受社会捐赠

3月 1日，雷军在微博发文表
示，小米公益基金会当天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捐赠 1 亿
元，用于资助青年学生基础研究

项目，支持本科生开展基础研究。

雷军表示，支持、培养青年

科技人才，是小米公益基金会的

核心宗旨之一。其中，“小米奖助

学金”项目是面向高校全日制在

读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项目投

入 5亿元；“小米青年学者”项目
面向计算机、电子、通讯、基础学

科等领域的青年教师及科研人

员，项目投入 5 亿元，支持在科
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

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

据悉，本次捐赠也是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历史上首次

接受社会捐赠。

据“小米公司”微信公众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窦贤康，副主任王希

勤，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雷军，小米集团副总裁、技
术委员会主席屈恒，小米集团总

裁办主任、小米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刘伟等出席捐赠仪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副主任王希勤，小米集团总裁办

主任、小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

伟作为双方代表签署捐赠协议。

窦贤康指出，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担负起

新时期赋予科学基金的职责使

命，主动开拓创新，提出适应新时

代的科学基金发展新思路。

聚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科技人才培养，持续提升资

助效能，不断完善科学基金多元

投入机制。除与地方政府、企业和

行业部门设立联合基金外，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直在探索

建立社会和个人以捐赠或建立基

金等方式投入的有效机制，积极

开辟基础研究投入新渠道。

此次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与小

米公益基金会开展合作，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探索社

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中的又一

开创性工作，拉开了科学基金接

受社会捐赠的序幕，为提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资

助效能、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培养

方面提供有力支撑。

雷军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对全面培育我国源头创新能

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敬仰。

此次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接受的第一个社会捐赠方，

小米深感荣幸。

数年来，小米重视基础研

究，并坚持长期投入，于去年将

科技战略升级为“深耕底层技

术，长期持续投入，软硬深度融

合，AI 全面赋能”。在小米科技
战略的驱动下，目前小米研发人

员在总员工数量中占比过半，

2024 年研发经费预计突破 250
亿元。

小米公益基金会成立以来，

专注扶危济困、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三个方向，陆续设立“小米

奖助学金”“小米青年学者”等项

目，一直持续投入科研人才培

养。此次捐赠，是小米公益基金

会在五周年之际助力青年人才

培养的又一重要举措。

小米一直坚信，青年科学人

才是中国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

希望，是中国持续崛起的未来。

小米将一如既往支持青年人才

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让中国出现

更多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科

技创业者。

据了解，“小米奖助学金”项

目是面向高校全日制在读本科

生及硕士研究生，通过在各高校

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支持品学

兼优和家境困难学生的资助项

目。项目规划捐赠 5亿元，计划
覆盖全国 100所“双一流”高校，
预计资助学生 70200人。

而“小米青年学者”项目则

面向计算机、电子、通讯、基础学

科等领域的青年教师及科研人

员。项目规划捐赠 5亿元，计划
覆盖 100所高校。本项目旨在稳
定支持在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

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

人才，鼓励他们潜心从事科研与

教学工作。 （据《长江日报》）

上海建成 22个野生动物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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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省民政厅发布

《“公益海南”海南省首届社会

组织公益创投大赛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旨在

通过竞赛和支持机制，激发公

众公益创新意识，发掘、培育创

新性、示范型的公益服务项目，

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社会福祉，

为社会组织提供展示平台，助

力其获得资金、资源等支持，打

造一批海南本土品牌公益项目

和社会组织。

据了解，此次大赛主题为

“点亮公益之光，共建美好海

南”，申报主体为在海南省依法

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基金会。此次申报的项

目分类主要包括为老服务类、关

爱儿童类、救助帮困类、乡村振

兴类以及其他创新性项目。

在资金支持方面，大赛共安

排种子资金 90万元，其中省级
财政预算 65万元，中央福彩公
益金 25万元，计划支持 18个左
右优胜的公益项目落地，最终

支持的项目数量以实际申报情

况为准，申报总金额不超过种

子资金总额。

此外，省级财政共安排 240
万元用于支持各市县开展公益

创投，其中，海口 50 万元、三亚
50 万元、琼海 35 万元、陵水 35
万元、文昌 35 万元、保亭 35 万
元。各市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支持的项目数量。

为确保此次公益创投大赛

顺利进行，《实施方案》提出了

四项保障措施。

一是省市联动，打造品牌。

《实施方案》要求，各级民政部

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公益创投大

赛的重要意义，拓宽宣传渠道、

丰富宣传方式、广泛宣传发动

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积极参加

大赛。有关市县民政局要与省

民政厅联动开展公益创投。

二是链接资源，放大溢出效

应。要坚持以开展公益创投大

赛为抓手，用项目撬动社会化

公益资源，充分发挥好公益创

投大赛的“杠杆效应”。鼓励积

极链接企业、慈善组织等社会

力量，充实项目资金、扩大项目

实施规模，探索形成政府主导、

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多元公

益新路径。各级民政部门要结

合实际，加强公益项目的扶持

和培育，依照相关规定择优推

荐有创新性、专业性、示范性和

具有社会意义的公益项目进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项目库。要通过公益创投

大赛，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内在

活力和发展动力，发挥好社会

组织统筹各方资源的优势，形

成公益合力。

三是突出创新，注重长效。

申报的项目要在实施理念、运作

模式、参与方式上突出创新，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复制推

广价值，使项目实施真正成为群

众认可、群众受益的惠民工程。

四是加强指导，强化监督。

要为申报主体的实施团队提供

必要的协助和支持，督促申报主

体按照资助协议要求实施创投

项目，及时报送项目实施情况。

参加公益创投大赛的社会组织

如出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采取不

正当手段，以及项目执行过程中

发现侵占、挪用项目资金等违法

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追责，并

对获选的资助资金进行追缴，同

时在相关媒体进行曝光。

海南省民政厅发布实施方案
支持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