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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开展
“社会组织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全省行”活动

4 月 19 日，由山东省民政
厅社会组织管理局指导，山东

省社会组织总会、济南市民政

局社会组织管理局主办的“强

服务、走基层、建新功”———

“社会组织新质生产力协同发

展全省行”活动启动大会在济

南举行。活动吸引了山东各地

民政部门、社会组织代表、高

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 400 余
人参与。

山东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综

合党委副书记、一级调研员王

士力在致辞中强调，党中央从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明

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过在临沂市沂水县的先期试

点，社会组织“强服务、走基层、

建新功”活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先后达成合作意向近 50项。他
要求全省社会组织增强使命

感，积极接纳新技术、新产业和

新业态，与政府、企业等各方协

同合作，实现跨地域、跨行业的

深度融合。

山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党委

书记周天增表示，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此启动

了“强服务、走基层、建新功”行

动，携手社会组织深入基层、对

接企业、协同政府、多方联合，

后续将在各地联合设立省级、

市县两级协同创新中心，搭建

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的高效平

台。他建议广大社会组织要加

深对新质生产力的学习和理

解，加强参与新质生产力的协

同与合作，加快参与的进度和

力度，努力服务县域经济、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

“社会组织新质生产力协同发

展全省行”活动。山东省社会组

织总会将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

的活动，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参

与到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中

来，推动专家、项目、服务、技

术、资金等下沉到地方，为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战

略规划所所长刘德军，山东省

大数据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

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石玉峰，山

东省社会组织总会会长王安

忠，围绕科技创新、区域协同发

展、新技术、新产业、科技成果

应用等内容进行主旨演讲，为

“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助

力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出思路和建议。

会上，山东省社会组织总

会与六个区县民政、社会组织

管理部门以及 14 个重点社会
组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布

五个走基层协同创新项目，包

括《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赋能

平台》《未来数据有价》《全国中

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标准建设方

案》《AI电力交易服务》《金属表
面处理行业新质生产力引领

者》等。

临沂市民政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孙文婷，山东省政协委

员、山东省中小企业服务联合

会会长李新峰，山东电子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高暘，浪潮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兆亮，工信部赛迪区块链研究

院院长黄忠义，中徽控股 CEO
张立强等来自民政部门、智库

平台、行业协会、投资金融机构

和企业代表，围绕“多元力量汇

聚，社会组织共筑新质生产力

协同创新生态”主题，就“如何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产学研深

度融合、跨地域跨行业互联互

通、社会组织新质生产力协同

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据介绍，此次全省行活动

旨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资

源共享、产业转型、科技创新

等方面的核心联动作用，通过

全省巡回活动，发掘新兴产

业、先进技术、创新模式，促进

新质生产力资源与产业间的

深度协同发展，赋能双招双

引，助力高水平开放，服务高

质量发展。 （皮磊 ）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全
国 1500多万网友通过蚂蚁森林
在手机上为甘肃种下超 150 万
株花棒。当天上午，首批由 42万
株花棒汇成的“蚂蚁森林甘肃

‘三北’希望林”在甘肃省武威市

凉州区腾格里沙漠南缘种下。

现场，甘肃省与蚂蚁集团启

动战略合作，未来三年蚂蚁集团

将通过蚂蚁森林再捐 1亿元支持
甘肃种树治沙。记者获悉，此前蚂

蚁集团已通过多家公益机构和专

业机构，向甘肃省生态建设协议

捐资超过 9亿元，种树超 1.5亿
棵。全国范围内，蚂蚁森林项目启

动 8年来，已将超 90%的树种在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地区。

“国家开展的‘三北’工程

是恢弘的时代命题，绿色不仅要

种在大地上，更要种在每个人心

里。8年时间，蚂蚁森林已成为公
众参与‘三北’工程的重要渠道

之一，让更多普通人从‘三北’工

程的受益者变成‘三北’工程的

建设者。”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彭翼捷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开信

息显示，截至 2020年年底，“三
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已达

13.84%，比 1978年提高了 8.8个
百分点。未来 10年，“三北”工程
重中之重是打好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

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

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

志性战役。

甘肃是“三北”工程标志性战

役中“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阻击战”的核心区域，有

绵延上千公里风沙线。2017年，蚂
蚁森林在甘肃武威启动种树治沙

实践，助力阻止巴丹吉林沙漠和

腾格里沙漠在此“握手”。

在敦煌，同样的现象也在发

生。作为甘肃省乃至全国荒漠化

程度、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地

区，敦煌全年降水量仅 42.5 毫
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60倍。为
阻止库姆塔格沙漠侵袭，2018年
以来，蚂蚁森林先后在敦煌阳关

镇种下梭梭等树种超 3万亩。
据了解，自 2016年发起成立

至 2023年 8月，蚂蚁集团通过蚂
蚁森林项目，参与支持了全国 22
个省份的生态建设，种树总量超

4.75亿棵。
去年 11月 23日，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与蚂蚁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五年蚂蚁集

团将围绕荒漠化防治，力争帮助

内蒙古再完成 200 万亩植树造
林、管护等防沙治沙项目，探索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合

作的模式创新。此次签约前，蚂

蚁集团已通过“蚂蚁森林”公益

造林项目，在阿拉善、鄂尔多斯

等盟市种下超过 2.7 亿棵树，总
面积超过 200万亩，累计备忘捐
资超过 15亿元。
“我们不消灭沙漠，沙漠就

会消灭我们！”全国劳动模范、林

业英雄郭万刚对记者说。上世纪

80年代中期，郭万刚从父亲手中
接班，开始在有“出门八步就是

沙”之称的八步沙植树造林。40
多年过去，他带领干部群众先后

在八步沙、黑岗沙以及北部沙区

完成治沙造林 28.7万亩，管护区
内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不足

3%提高到了现在的 70%以上。这
其中，由蚂蚁森林捐资种树面积

达 6万亩。 （皮磊）

蚂蚁集团宣布未来三年
将再捐 1亿元支持甘肃种树治沙

两只红隼在“北京爱鸟周”放飞
23年逾5900只猛禽得到救助

4 月 20 日上午，迎着和煦
的春风， 两只经过救助

康复的红隼在众人的见证下，在
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被放飞，顷刻间便翱翔在自由的
蓝天。 当日正值北京第 42 个“爱
鸟周 ”期间 ，这两只红隼飞向天
空的定格画面，是北京猛禽救助
中心成立 23 年间， 对逾 5900 只
猛禽进行救助的一个缩影。

放飞的前一日，在北京猛禽

救助中心的园区中，猛禽康复师

们小心翼翼地做着放飞前的准

备，包括为两只红隼做放飞前的

体检和环志（佩戴标有编码的环

状标志物）工作。

其中一只红隼由今年 1 月
份被送来中心，当时一侧翅膀

有新鲜的骨折开放伤，经过包

扎救治和几个月的复健，目前

整体飞行姿态评估理想；另一

只在本月被接来中心时便戴有

脚环，原来是去年 10 月即被送
来的“老客人”，这是它第二次

误撞建筑物，伤势不大，已经达

到了放飞标准。

高级康复师周蕾介绍道，每

年 5月至 8月间，是雏幼鸟初飞
练习跌落和坠巢的高发期，中心

最高纪录曾经一个月接收了 93
只受伤猛禽，而中心全年的接收

量在 300至 350只上下。
据了解，猛禽的定义为掠食

性鸟类，分为鹰形目、■形目、隼

形目，它们的视觉和听觉机器敏

锐，喙呈勾型，爪尖锐锋利、抓握

强劲。在我国，所有种类的猛禽都

被列为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此次放飞的两只红隼即

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而北京地区则是很多猛禽

的栖息地，也是它们迁徙路线上

的重要驿站，据统计有超过 50
种猛禽可在北京被观测到，常见

的有雀鹰、苍鹰、燕隼、红隼等。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人

类与猛禽的生存空间不断重叠，

有大量伤病、迷途及营养不良的

猛禽需要救助。因此，2001年 12
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野生

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站与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合
作，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园内创

建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

中心除了配备专业的猛禽

康复师和专业医疗设备，还为康

复期的猛禽搭建了园区作为临

时栖息地和复飞练习场地，所有

受伤猛禽都在这里接受精心的

治疗、营养支持和康复训练，直

至通过放飞评估后重回大自然。

截止到 2023年 6月 30日，中心
放飞率达到 54.64%。

除了作为猛禽医院，中心

还肩负培训学校、宣教中心、

科研基地多项职能。尤其目

前绝大部分受伤受困猛禽均

由普通公众发现，因此，如何

辨别猛禽、判断是否需要救

助以及如何与中心取得联

系，就成为了眼下猛禽救助的先

决条件，中心对公众宣教的责任

也因此尤为突出。

20多年来，救助中心针对不
同群体，组织包括课堂讲座、中

心参观、野外观鸟、户外宣传及

猛禽放飞等环境教育活动超过

1000场。同时，还在新媒体平台
通过图文、视频、漫画等多种形

式，科普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正如中心经理郑智珊表示，

希望有更多的公众能够了解猛

禽保护相关的知识，也希望中心

有更多的渠道接触到公众，“希

望我们的热线电话 62205666 像
110、119一样被公众所熟知”。

眼下，即将进入到雏幼鸟

练习初飞的季节，猛禽康复师

们又要投入到高强度的工作节

奏中去，但他们早已在这份救

助事业中寻找到了价值。采访

中，周蕾还不满足于目前中心

笼舍的规模，“现在的笼舍对于

红隼是没问题的，但比如说■

（一种大型猛禽），就没法去给

它做一个更理想的复飞训练以

及飞行评估”。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红隼被放飞的瞬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