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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的7月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月份：全国碳市场于北京、上海、武汉三地同

时启动，备受瞩目的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始上线交易；河南省多地遭遇极端强降

雨，汛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面对本月发生的重大事件，CEGA成员单位积极开展行动，筹措各类物资，调

动多方资源，针对河南灾情开展了一系列救援行动；同时联合企业、智库、高

校等合作伙伴，从供应链、媒体宣传、搭建平台等方式入手，推动双碳目标的

落实。在生态保护、气候变化、污染防治等领域，CEGA成员机构也继续深耕细

作，举办了包括CBD COP15预热活动“迈向昆明：非国家主体贡献2020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论坛”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本期简报依然有新鲜的资助信息奉上，环保领域小伙伴们可以到“资助信息”

板块查收；本期NGO推荐机构为“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作为

中国企业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引领者，他们自成立以来开展了大量绿色发展引领

工作，更多信息可以在NGO专栏板块了解。另外还有本月CEGA沙龙“数据与环境

公益破圈”的详细介绍哦。



热点聚焦
阿拉善SEE获得AVPN“气候行动与环境”类别奖项

2021年7月，亚太地区的社会投资行业协会AVPN（亚洲公益创投网络）公布了“2021星座奖”（Constellations

Award s2021）获奖名单。由阿拉善SEE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Green Supply Chain

Action，GCSA）获得“气候行动与环境”（Climate A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类别奖项，以表彰该项目在房地产行

业的传统供应链上带来的环境可持续改变，对减少碳排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2016年该项目发起以来首次获得

的国际奖项。

“碳中和背景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媒体培训班
成功举办

2019年6月在赤峰市巴林左旗人民政府的支持

下，三峡集团、老牛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共同发起“巴林左旗深度贫困村综合提升工

程项目”。7月7—9日，由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ICCSD）及TNC共同组织的“碳中和背

景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媒体培训班在项目基地举

办。来自全国各大媒体从事环境相关传播工作的十

余位从业者参与了此次培训。此次“碳中和背景下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媒体培训班既有理论上的高屋建

瓴，又有实践上的运用落地，再结合对实地案例的

展示及分析讨论，培训内容丰富饱满，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和指导性。此次培训提升了从事该领域工作

媒体人的理解与认识，促使媒体人提前介入主动作

为，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

气候风险视角下的低碳叙事与信息可视化传播能力
建设工作坊顺利召开

针对近期全球范围内以暴雨为代表的极端天气现象，

7月30日由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益

起低碳”策略传播小额资助计划，以“气候风险视角下的

低碳叙事与信息可视化传播”为主题开展了第三期能力

建设工作坊，希望帮助开展低碳传播倡导工作的环保组

织，增强气候风险认知和低碳叙事能力。

会议邀请了来自绿色和平、数可视公司的相关负责

人，以气候风险为切入点，分享了各自在引导公众关注

气候议题、媒体影响和沟通、图像化呈现各类数据方面

的前沿经验和案例。同时主办方和与会嘉宾，还同线上

参会的数十家机构代表，深入探讨了当下有效增进公众

理解气候和低碳议题的叙事方式，并分享了易于使用的

数据可视化工具。更多关于“益起低碳”策略传播小额资

助计划可点击下列链接了解：

http://www.acef.com.cn/a/zhuantilanmu/yqdt/index.html

北京绿化基金会支持下碳中和宣传进百园项目启动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重要宣示精神，开展广泛的林业碳汇宣传活动，

大力提升公众参与意识，真正使碳中和成为公民自觉行动，使全民践行低碳行为，北京绿化基金会与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合作积极搭建宣传平台,助推碳中和宣传进百园活动。

“碳中和宣传进百园”拟选择100个人流量在百万人口的公园内投放宣传展板，展板内容主要由林业碳汇助力碳中和、

碳足迹计算罗盘以及林业碳汇助力碳中和问题互动三部分构成,为公众提供了解气候变化与林业碳汇知识及其相关政策

动态、知晓日常生活碳排放、参与碳补偿、消除碳足迹的互动参与平台。

活动前期，由我会提供资金支持设计制作了10个碳中和宣传展板作为示范投放，将安装在颐和园、天坛公园、玉

渊潭公园、东小口公园、温榆河公园、朝阳公园、海淀公园、绿心公园、念潭公园以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碳中和宣

传展板可冠名投放，欢迎有兴趣的单位与我们合作积极参与双碳行动宣传。



心系河南水灾
万科公益基金会志愿河南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7月21日，万科公益基金会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向河南省红十字会捐赠5000万元，支援河南防汛抢险救灾工

作。捐赠主要用于保障当地群众人身安全、采购紧急救灾物资和灾后重建工作。我们将密切关注灾情，尽全力提供帮

助，于风雨之中，守望相助，共渡难关。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全球变暖引起极端天气频发。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现实议题。

万科公益基金会积极推动环境保护，同时通过推进可持续社区建设，倡导人们从身边小事做起，将低碳环保的理念融

入日常生活中。我们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阵营，用行动带来改变，一起爱护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启动河南救灾与灾

后重建公益项目

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

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

取消，部分社区停水停电，部分环境基础

设施遭到破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重

大影响，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灾情就是命

令。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第一时间迅速反

应，启动“驰援河南救灾与生态重建”、“百

乡千村灾后重建”等公募项目，筹集资金约

4740万元。同时，中航产融与我会合作，

向河南灾情支援专项救助资金30万元；美

乐家（中国）在我会的协调对接下，向灾

区捐赠了一批包括食品、清洁类消杀产品

等总价值约合人民币90万元的物资；三达膜公司联合我会向灾区捐赠了2445台净水设备，目前首批1200台净水机已

到达河南。后续我们也将积极落实捐赠资金的执行工作，并将所筹资金的使用情况实时更新在各公募平台的项目进

展中，接受大家的监督。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助力救灾行动连夜展开
河南郑州暴雨引发严重灾情，事急心切。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助人民币1亿元，配合河南省政府指挥，用于救

灾紧急举措和灾后恢复工作。同时，阿里巴巴基金会配合政府举措，组成“援助救灾紧急小组”，已经连夜行动起来：

1、高德发布“河南暴雨积水地图”，为当地用户及时提供避灾信息；2、阿里云“郑州城市大脑”医疗120急救系统全力

支持当地救护车调度保障，“郑州政务钉钉”系统紧急扩容保障郑州市救援相关政务联络需求；3、阿里公益平台联动

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等公益机构上线募捐行动；4、菜鸟物流已调动郑州及周边地区的运输配送力量，全天24

小时响应；5、盒马集市河南仓向郑州市7000个社区免费提供首批45万件蔬菜、粮油等生活日用品；6、1688平台和

淘特联合上线防汛物资直供专区，紧急调度山东临沂编织袋产业带和青岛皮划艇产业带等9500家工厂库存直供河南；

7、阿里健康医鹿APP联动全国3000位执业医师在线，为汛情中不便出门的河南老乡免费提供专业咨询问诊；8、夸

克App、UC浏览器上线“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专题，及时准确提供自救知识、天气查询、救灾捐赠、官方辟谣等服

务信息。

还有更多助力救灾举措正在推出，面对灾情，全体阿里人将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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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破解红树林可持续修复难题

2018年11月，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的指导下，保尔森基金会、老牛基金会、深圳红树林湿地保

护基金会（MCF）共同启动了“中国红树林保护及恢复战略研究”项目，并于去年6月发布了项目的核心成果。项

目报告指出，虽然滩涂造林曾经是中国红树林修复的主要方式，但是存在着造林成本高、成效低、技术难度大、

生态功能有限、侵占水鸟重要栖息地等诸多问题，故“退塘还林\湿”应成为中国红树林修复的主要途径。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关键候鸟栖息地高潮栖息地管理研讨会顺利举行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关键候鸟栖息地 ·高潮栖息地管理研讨会”在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举行。本次研讨

会由东台沿海经济区管委会、东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办，红树林基金会（MCF）、北京林业大学、条子泥

景区承办，阿拉善SEE太湖项目中心协办。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迁徙水鸟生物学生态学、海岸带综合管理等领域的

管理者、专家和长期从事沿海湿地保护一线工作人员，交流管理与运营经验，为全球迁徙候鸟保护提供案例。

江苏省东台市条子泥湿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鸟类种类多、珍稀鸟种比重大，

尤以世界极危鸟种勺嘴鹬、小青脚鹬的重要迁徙停歇地而享誉海内外。为提高生态保护综合能力，长久有效地

发挥世遗效应，东台沿海经济区积极探索“政府+科研+公益组织”的湿地生态修复模式，与红树林基金会签署

《江苏盐城条子泥公益保护地项目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条子泥公益保护地的湿地管理工作，开展项目合作，

探索湿地保护的新模式和技术，提升管理效能。

作为“海洋卫士”，红树林是全球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价值。 7月26日是“保护

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让我们一起了解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如何破解红树林可持续修复难题。经过数十

年的潜心钻研和躬耕，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范航清研究员带领团队原创了三大技术，初步建立了“红树

林滨海湿地一体化生态修复体系”，通过地埋管道、地下养鱼、地上种红树，使滩涂养殖与红树林生长并存；

同时，通过构建“虾塘红树林生态农场”和建造生态海堤，探索堤内传统虾塘的生态改造产业化升级和堤外红

树林的原位生态利用。该体系已成为中国及亚太地区红树林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成功范例。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绿色发展项目在云南昆明正式启动

“种·未来——恒生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项目”是由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云南省林业

和草原科学院、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携手，在云

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开展的社区绿色发展项目。项目通

过赋能社区关键农户、激发社区内生力量、提升社区农

户对保护墨江紫米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带动当地社

区保护墨江高山传统紫米资源和哈尼族传统资源文化，

开展种质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社区保护实践，藏种于民。

该项目旨在探索社区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墨江传

统紫米社区保护模式以及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推动

绿色生态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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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社区基金会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发起“培力气候先锋——珠三角
地区的城市社区居民气候适应意识提升计划”

7月，中国河南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这些年中国主要城市区域高温热浪和极端强降

水等气候灾害的发生频次和强度都显著上升，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挑战。它们对城市

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城市边界内，更多通过水源、食品和资源供应网络对社区功能产生影响。在灾难

还没有来临时，就要在社区层面做好规划。因此，千禾社区基金会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在本月发起

“培力气候先锋——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社区居民气候适应意识提升计划”，回应社区存在的气候风险，

并动员社区内的其他居民持续开展社区风险应对的相关行动。

万科公益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故宫零废弃”导游培训宣讲会

2021年7月13日，万科公益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故宫零废弃”导游培训宣讲会，正式开启

“故宫零废弃”项目面向导游群体与公众的新一轮倡导工作。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开场，为来自全国线上、线下上千名

优秀导游讲授第一堂课。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国家环境特邀监察员王维平教授亲临现场，带来了垃

圾分类政策解读；国家旅游局“金牌导游”房博讲述了导游的社会责任，并分享了他的零废弃倡导技巧。

万科公益基金会监事、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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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5官方NGO平行论坛预热｜“迈向昆明：非国家主体贡献
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论坛”成功举办！生

态
保
护

2021年7月25至26日，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联合桃花源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

公民生物多样性联盟等十余家机构，召开了今年昆明CBD COP15之前官方NGO平行论坛的最重要的

预热活动——“迈向昆明：非国家主体贡献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论坛”。

会议以“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非国家主体贡献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题，邀请了

来自全球十余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民间组织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和青年机构，共同讨论了在生物

多样性保护目标下，非国家主体的作用和其不可替代的贡献力量。



资助信息
2021零废弃日伙伴招募开启，一起减量轻生活！

为加强公众对零废弃理念的理解，万科公益基金会、零萌公益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

会自2018年共同发起“零废弃日”这一全国性公众倡导活动，在每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举

办。希望联合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系列公益体验活动，进一

步倡导“零废弃”理念，促使更多公众参与行动，一起减少垃圾产生，让“零废弃”成为一种

生活常态。

2021年零废弃日的时间是8月21日，主题为“减量轻生活”，我们为每一个关注环境问

题的个人和机构，准备了围绕生活和工作等多个场景开展的零废弃生活实践玩法，期待有

更多伙伴与我们共同探索零废弃日的无限可能！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活动报名表，即刻报

名参加2021零废弃日！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应对气候变化小额资助
——“培力气候先锋——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社区居民气候适应意识提升计划”

申请主体：个人、团队、组织均可报名。

项目地：位于广州、深圳或佛山的住宅小区（封闭小区、开放社区、单位宿舍及家属院均可）

申请要求：

1.预计在1个月的时间内能找到本社区内不少于10人一起参加。

2. 所在社区的物业、业委会、居委或其他管理部门不反对。

3. 个人对气候变化和社区种植感兴趣，并期望能带动和影响身边更多邻居。

4. 拥有一定的社区动员能力。

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8月31日。联系人：黄莹欣，15860957820

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深圳市龙华区零废弃促进会推出

“2021-2022年蒲公英志愿讲师项目社区垃圾分类深耕细作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激活志愿讲师持续行动的内生动力，实现志愿讲师扎根社区常态化推动垃圾分类，助力深圳打造“人人

知道分类，人人参与分类”的先锋城市，在深圳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的指导下，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深圳市龙华区零

废弃促进会推出“2021-2022年蒲公英志愿讲师项目社区垃圾分类深耕细作专项行动”（简称“深耕细作专项行动”），

为社区垃圾分类行动者提供行动支持和赋能培育。

一、申报须知

申报主题：以垃圾减量与分类为主要议题的社区垃圾分类行动及创意解决方案

申报时间：2021年8月2日至8月19日

申报主体：在深圳全市范围内致力于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者（个人）/团队/社会组织

申报金额：根据项目规模、内容、开展形式的不同，提供1万元、3万元、5万元三个级别的资金

注：单个项目预算金额不超过相应级别申报额度

服务范围及实施周期：项目实施地为深圳市，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二、支持内容

资金支持：1-5万元资金支持

赋能培育：导师辅导、赋能培训、社群陪伴

三、申报方式

项目征集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申报者按要求如实填写《项目申请书》和《项目预算申请表》（复制链接

https://ff.lingxi360.com/f?fid=TXJXTNfQhjBNp&utm_bccid=LXEGvG4G0vfMHlL1在浏览器打开即可获取文件），在项

目征集截止时间前发送至邮箱lfqcjh@163.com，邮件标题为“深耕细作专项行动+项目名称”。

四、咨询渠道

微信咨询群

五、联系我们

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联系我们

联 系 人：李绮璇 肖曼琪

联系电话：18576662866

邮 箱：lfqcjh@163.com

https://ff.lingxi360.com/f?fid=TXJXTNfQhjBNp&utm_bccid=LXEGvG4G0vfMHlL1


NGO专栏
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简介

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成立于2017年，是由万科创始人王石发起的社会服务机构，宗旨是

开展公益活动，支持中国企业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引领者，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

C Team以推动企业气候行动为核心工作。2018年，C Team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发起中国企业气候行动平台

（CBCA），致力于促进企业将碳减排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和发展战略，推广可持续商业模式和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迄今有54个企业、行业协会和支持性机构加入。CBCA每年发布企业气候行动案例，定期举办气候讲堂，为企业

链接技术支持和相关资源，目前已在地产建筑、纺织时尚、零售餐饮等行业开展了一系列倡导和赋能活动。

为培育企业气候行动生力军，C Team开展C位青年项目，帮助青年创业者提升绿色领导力，传播青年的气候

创新实践。同时，C Team 携手合作伙伴在每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上组织“中国企业日”等活动，积极

促进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展示中国企业实践，讲述中国民间的气候行动故事，为全球气候治理

贡献解决方案。

随着公益项目的深入实施，C Team不断拓展企业公益伙伴，汇聚更多民间力量，专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

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推动可持续发展不断发力。

CEGA沙龙

报名请扫描二维码

你的收获：

1. 我们将提供小额资助，协助您在社区开展气候教育活动。

2. 从打理菜园中，由老师辅导学到更多种植技巧，了解气候变化和种植的关系；参与培训，获得更

多种植、堆肥、气候变化的知识。

3. 代表社区参加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研讨会，分享自己参与种植与气候教育的收获和心得。

互联网大数据助力环境公益“破圈”-CEGA第十二期沙龙圆满结束

CEGA于7月30日下午举办线上沙龙，以大数据与环境公益“破圈”为题，邀请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主任向春、

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刘盛、上海青悦环保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刘春蕾分享他们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动环境公

益“破圈“的案例和经验。

刘盛介绍，2018年绿色潇湘与河流守望者通

过互联网数字化转型，围绕“巡河、净滩和护源”

三大场景开发了 “趣河边”、“巡河宝”、“净滩行动”

等多个互联网小程序，迅速实现了287个城市45万

用户参与，月活跃用户3万以上的成绩。刘盛认为，

互联网工具和平台降低了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的门

槛，孕育着颠覆式创新的可能。

向春介绍，绿网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建立

了涵盖环评、污染源、环境质量、生态等四大类

十四小类的环境数据，成为全国环境数据量最大

的开放平台。通过与高德地图、搜狗地图等平台

合作，公众可以方便地了解到自己社区周边的环

境污染源及环境质量信息。此外，绿网数据平台

还能够支持地方政府、企业、媒体提供数据服务。

刘春蕾介绍，青悦致力于通过大数据与环保行动的结合，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青悦的开放的数据平台，已

经为2000多家科研单位、公益组织提供了环境信息需求。借助数据资源，青悦还联合多家NGO组织共同推进企业IPO、

再融资过程中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开展披露信息的交叉审核，推动绿色金融的落地实施。

嘉宾还与线上观众就互联网大数据的挑战以及未来构想开展了深入的交流。沙龙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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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环境资助者网络简介

CEGA（China Environmental Grantmakers Alliance）环境资助

者网络于2018年1月29日启动，是中国环境资助者交流合作的平台。

宗旨是运用战略慈善理念，促进环境领域资助者的合作与发展，

引领未来环境领域的资助方向，实现环境领域慈善资金社会效益

最大化；文化理念为：融合，共建，共享，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CEGA 不是独立的法人注册机构，由基金会中心网运行并在决

策委员会指导下工作。目前决策委员会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

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

老牛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万科公

益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自然之

友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组成。 决策委员会每届三年。决策委员

会主席由决策委员会选举产生。老牛基金会理事长雷永胜、北京

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为CEGA首任联席主席。现任联席

主席为万科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和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