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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编者按

11月，多个环保领域国际大会召开。11月5日至13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

方大会（COP14大会）在中国武汉和瑞士日内瓦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该国际会

议。大会通过了《武汉宣言》和全球湿地发展战略框架决议，为保护湿地全球行动注

入了新动力。11月6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7届会议

（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是全球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气候相关年度会议。

会议决定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为气候变化受害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在这两个国际

大会期间，CEGA以及CEGA成员伙伴奔赴会议现场，通过多种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本期的热点聚焦，我们将看到他们在两个大会上的风采。

参与国际会议之外，在国内项目进展方面，本期我们将看到SEE基金会在第九届

全国自然教育论坛成功主办分论坛、万科公益基金会继续发掘梅沙社区的公众教育功

能、北京绿化基金会参与“中央国家机关第一号古树”验收工作、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自然生态数字碳汇专项基金正式成立、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受邀参与2022年

“武汉设计日”等工作。本期的CEGA沙龙召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7 进入艰难

的第二周谈判之际，CEGA在沙姆沙伊赫大会现场举办特别沙龙，邀请参加气候大会

的成员伙伴、帮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基金会相聚一起，探讨如何发挥慈善

公益力量，共同助力气候行动。最后，本期优秀NGO，将向大家介绍惠州大亚湾区蓝

色海湾公益协会。

更多精彩信息，请查看本期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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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4|CEGA发布《2022中国环境公益机构湿地保护项目调研报告》

2022 年是中国加入全球《湿地公约》的第 30 年。恰逢中国武汉承办今年的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值此契机，为共促湿地保护工作的

发展，展示中国湿地保护中的民间力量，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在北京市企业

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MCF）、老牛基金会以及万科公益

基金会特别支持下，联合北京明天美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ABC）具体执行撰写完

成《2022中国环境公益机构湿地保护项目调研报告》。

11月9日，该报告英文摘要版及中文版由红树林基金会秘书长闫保华和副秘书

长蒋勇，分别在联合国湿地公约大会COP14日内瓦会场及中国会场发布。该报告通

过案头研究、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对 22 家参与湿地保护的国内环境公益机

构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梳理国内环境公益机构参与湿地保护的历程和作用，总结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行动方向进行展望。CEGA希望报

告里的27个精选案例，以及对未来中国湿地保护发展的深度思考可以成为环境公益

力量进一步深入参与湿地保护行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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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CEGA发布《2021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

11月17日，《2021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报告》在COP27顺利发布。

CEGA连续第四次发布年度报告，向国内外环保公益从业者分享中国环境公益的

最新实践。该报告不仅总结成员单位的资助实践，还扩大了对非CEGA成员基金会环

境资助信息的梳理（达到58家），并新增互联网慈善募捐平台环保筹款的分析，将

让读者更加了解环保公益领域资源分配的全貌。今年的报告特别设置了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和国家公园三个专题，使报告逐渐成为社会各界洞察中国环境公益发展

前沿趋势的重要工具。

报告发现，在CEGA成员单位的九大工作领域中，生态保护与修复连续第四年位

列接受资助金额的首位。同时，CEGA成员正在从减缓、适应等方向开展更多的气候

变化资助，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和推动全球气候行动。

CEGA执行主任张瑞英表示，“中国环境公益领域的资助方在国内开创性做资助

信息共享，并以年报的形式向行业内外的相关方公开，以促进环境资助者的协作。

作为载体和见证，《CEGA报告》已陪伴国内的主要环境资助者进入第五年，影响日

益增加。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环境资助者加入信息共享的行列，共创环境美好未

来。”

CEGA执行主任张瑞英在报告发布现场



5

COP27|CEGA发布《CEGA气候变化适应差距分析报告》

2022年11月17日，《CEGA气候变化适应差距分析报告》在COP27上发布。该报

告以CEGA《气候变化适应资助策略研究》报告以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为参考，从环境资助者角度分析实施差距，分享思考和发现。调研分析显

示：

1、CEGA成员在资助适应行动方面需要加强，增加适应领域的资助资金，提升

适应能力和增加适应知识储备。

2、《适应战略2035》实施面临四个挑战：公众意识不足、能力建设不够、适应

资金和保障制度欠缺。

3、不同主体在参与具体适应行动、从关注适应议题到落实适应行动以及宏观层

面实施《适应战略2035》到微观层面落实政策上存在差距。

执行主任张瑞英表示，希望大家一起在适应领域加强合作弥补差距，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危机,Collaboration for Adaptation。希望本报告可以帮助环境资助者网络

（CEGA）成员伙伴及其它环境公益机构提出契合问题导向、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的

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资助和行动策略；CEGA 期待继续发挥平台优势，链接学术机构

及社会各界形成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网络，形成合力推动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程，助

力《适应战略2035》实施。

CEGA成员共同见证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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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阿拉善SEE携中国企业展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
智慧与力量

11月2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

历经一天一夜的“加时赛”，正式在埃及沙姆沙伊赫闭幕。大会就《公约》及《京都

议定书》《巴黎协定》落实和治理事项通过了数十项决议，其中，建立损失与损

害基金成为一大亮点。

CEGA“她”故事亮相COP27

11月16日，由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

国民促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CEGA环境公益”她“故事，首批征集案例

亮相COP27“南方国家适应政策和气候金融：社会组织如何助力气候适应”主题边会

及蓝区UNFCCC主题展览”亚洲女性的气候行动与解决方案”。CEGA希望通过该案例

集展现中国的”她“们涉及环保、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女性领导力发展议题的

丰富经历，传递中国环境公益领域女性力量。同时，“她”故事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

征集，二次征集截止时间为2023年1月15日（扫码可查看征集要求）。完整电子案

例集将于2023年第二届环境公益“她”论坛正式发布。敬请期待。

上述报告均可扫下方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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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大会期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合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

会）、红树林保护基金会（MCF）、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等发起机构

及会员企业，并携手各届伙伴，在中国角主办、协办了4场边会，展现中国企业和社

会力量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分享中国故事和经验。

在中国角，阿拉善SEE联合各方还发布了《2022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长江

经济带气候安全与零碳愿景展望》等相关案例及成果报告，展示了阿拉善SEE会员企

业在内的很多中国企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力量。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参与阿拉善SEE的活动，为企业气候行动提振

信心。会后，主办方代表还拜访了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等中国政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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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4 | 阿拉善SEE持续推动湿地保护社会化参与

2022年11月13日，为期9天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在中

国武汉和瑞士日内瓦正式闭幕。大会通过了《武汉宣言》和全球湿地发展战略框架

决议，为保护湿地全球行动注入了新动力。

以企业家为主体的中国环保公益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与发起机构红树林基金

会（MCF）第一时间发出响应——将建立国际红树林保护专项基金，整合社会各界

力量，全力支持国际红树林中心的落地，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和治理做出更大的贡

献。

大会期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及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红树

林基金会（MCF）、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等发起机构分别在武汉、日内瓦两

地会场，通过主办、协办及参加一系列主题边会及论坛，并启动、发布相关保护计

划、倡议宣言及案例成果，推动湿地保护长期发展的社会化参与，探索国际平台及

全球湿地保护合作的行动方案。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八任会长、红树林基金会发起人、

荣誉理事长孙莉莉在边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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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湿地保护网络论坛在线

上举办，主题为“湿地网络助力中国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论坛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湿地管理司指导,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保尔森基金

会（PI）联合主办，中国湿地保护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国际基

金会（CI）、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协办。在圆桌讨论环节，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

亚强、PI顾问Terry Townshend、IUCN中国代表处项目主任杨方义、CI项目总监张

诚、TNC中国河南项目保护总监李潜就“汇聚多方力量保护湿地，助力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主题进行了交流。安亚强提到：“老牛基金会参与建立了中国沿海湿地保

护网络，并在长江湿地保护网络，黄河湿地保护网络均开展了项目。主要从湿地课

题研究，政策倡导，保护策略制定，人员培训，保护网络建设，水鸟数据库建设，

湿地类型公益保护地建设，自然教育中心建设，红树林恢复与保护等方面开展相关

工作” 。他建议在“两横一纵”1.0版网络基础上，结合“三区四带”国土规划新格局，筹

建2.0版全国湿地保护网络大平台。促进相关各方从更大范围开展更便捷、更有效的

交流互动。为科学、系统、全面推动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湿地公约大会（COP14）系列——湿地保护网络论坛
成功举办

湿地公约大会（COP14）系列——全球协同守
护候鸟迁飞通道

11月9日下午，《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全球迁飞区水鸟栖息地保护

论坛以线上方式举办。与会中外嘉宾围绕如何保护候鸟迁飞通道水鸟及其栖息地畅

所欲言，分享全球保护经验与做法，交流国际国内水鸟及栖息地保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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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还发出了成立“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倡议，发布了《中国水鸟保护十

佳案例》等知识产品。在沙龙访谈环节，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亚强，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张正旺，国际鹤类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于倩，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局长黄勤参与访谈，保尔森基金会顾问唐瑞（Terry Townshend）

主持。在问及老牛基金会为什么关注湿地保护领域时，安亚强提到：“主要原因一是

创始人牛根生先生的初心，二是全国湿地保护的客观需求，更重要是党和国家的号

召”。对于基金会在迁飞保护中的作用，他从基金会参与湿地保护的历程进行了分

享：“老牛基金会从2012年就开始了湿地保护项目。围绕保护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

路线的水鸟及栖息地，陆续发布了《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中国红树

林保护与恢复战略研究》及《中国沿海水鸟重要栖息地》，建立了中国沿海湿地保

护网络，建立了爱观鸟平台，建立了首个湿地类型公益保护地。目前正在开展黄河

流域湿地保护战略和优先行动，涉及东亚-澳大利西亚、中亚-印度、东非-西亚三

条经过我国的候鸟迁徙路线，将系统评估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该环节的其他嘉宾以不同视角，结合工

作实际和经验，对国际国内候鸟迁飞区保护与合作，发表了见解和看法。

老牛基金会应邀参加ＣＯＰ27中国角边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如期召开，老

牛基金会应邀参加了11月17日COP27的中国角边会。边会主题为“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推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在主题为“社会组织推动NbS及气候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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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协同的中国行动”圆桌论坛环节。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亚强，长江保护基金会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利民，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史湘莹，永续全球环境研

究所项目主任彭奎，亚洲开发银行气候项目官员Sugar M. Gonzales，野生救援气候项

目经理谢端端，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生态保护项目主管曾楠参与讨论。安亚

强以老牛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为案例进行了分享。分别从项目实施的前、中、后三个

阶段介绍：如何参照NbS全球标准，开展标准化、定量化评估，科学、系统的规划设

计，以及运用基于自然的技术方案实施和开展社区赋能等项目管理模式。同时他提到

了NbS在自然、社会及经济间的动态平衡，以及多元化资源整合等问题。该环节的其

他嘉宾就主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
联合举办两场边会

在日前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国

绿色碳汇基金会于11月17日联合举办以“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协同的自主贡献与

全球协作”为主题的大会边会和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协同

治理”为主题的“中国角”边会。

大会边会围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详细介绍推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的阶段性成果和典型案例，深入讨论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行业合作，共

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增效和全球协作等行业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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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角”边会，分享中国林草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成效，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作出的重要贡献，介绍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搭建项目合作试点示范平台、公益资金

募集平台、国际合作平台和公众宣传倡导平台，引导社会公众践行低碳理念，积极参

与林草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募集社会资金支持国家公园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及服务“双碳”目标大局的良好实践。

大会边会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北

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角”边会由中国绿色碳汇基

金会、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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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在气候变化中，社区可以做什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7届会议（COP27）于11月6日在

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在正式谈判外，COP27也设有会议室、展馆以及会外活

动，中国多个组织与企业前往埃及参与本次气候大会，向各方展示中国本土气候

应对策略与方案，讨论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在气候变化中的角色与应对措施，

万科集团支持的万科公益基金会、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也在中

国角举办并参与一系列活动。

11月10日举办的“社区日——社

区废弃物管理助力实现碳目标”边会

中，中外专家呼吁重视废弃物管理

对气候减排的作用，并强化有机废

弃物在社区的就地处置。社区废弃

物管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议

题，但其重要性长期被忽视，各方

应该尽快展开行动，提升人们环保

意识，积极推广和应用社区废弃物管理技术，这对全球实现减碳目标意义重大。

11月12日举办的“社区日——多方参与共建近零碳社区”边会中，专家分享了全

球不同地区社区碳减排的经验，强调政策、技术与公众参与协同的重要性。气候风

险呈现多灾害并发、影响多个系统，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传导。因此，适应气候

变化的行动不能单方面进行。近零碳社区的建设，包括了建筑、能源、废弃物管理

等多个方面，需要政府、企业、社区组织、高校等多方共同合作才能实现。

此外，万科公益基金会零废弃代言人零仔也去到COP27大会现场，通过系列

#VKF带你云逛COP27 vlog带大家一同回顾社区日边会的精彩内容。

更多信息请见
COP27｜在气候变化中，社区可以做什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5951&idx=1&sn=426bb55af7ef5105368b5338ca3c94a7&chksm=fc897288cbfefb9e3e85a2815bea4d380448f225d6c34578cf7980c21e4a732a8151901da0f4&token=19731369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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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 | 企业日：云集企业力量共创零碳未来

11月11日，“云集企业力量 共创零碳未来”企业日活动在埃及沙姆沙伊赫

COP27中国角正式开启。

面对当前疫情反复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复杂挑战，中国企业家们依然走在低碳减

排的实践中。过去两年，“双碳”目标下的企业家们积极推动产业的低碳转型，开展

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行动，从生产、运营乃至产业链上主动开展模式创新与技术

升级，加快了迈向零碳的步伐，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力量。这些行动

和经验不仅有益于中国，也为全球绿色转型注入信心与动力。

企业日边会由万科公益基金会、C Team、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联合中国

企业气候行动（CCCA）共同主办，来自政府、企业、行业和智库等业界人士共聚

一堂，探讨双碳目标下，企业如何应用商业和科技等创新方式抓住机遇、迎接挑

战。

此次边会不仅有企业家们的双碳实践历程，也见证了《2022企业气候行动案

例集》、《全球可持续发展商业案例库》、《长江经济带气候安全与零碳愿景展

望》的发布，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应链行动”专题分享。这些成果反映了企

业减排道路上的坚实探索，已经有了数据化、可量化的成果。

《2022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分享的绿色循环低碳的实践案例，体现了企业

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先立后破原则指导下的先行先试，体现了从无到有，从

点到面，从小到大的尝试。在中国“3060双碳目标”的绿色机遇期，众多企业已经

出发，扬帆远航，他们不是被动追随政策规定，而是心怀理想，落地行动，矢志

共创零碳未来。

更多信息请见
COP27 | 企业日：云集企业力量共创零碳未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5951&idx=2&sn=65e06d94d7f1a20e0e2e2c99ec1c8d43&chksm=fc897288cbfefb9e7af0676bbd3e5977c84b3fd6aa9497f8eae61896f74062d8b94fa5e7a29f&token=19731369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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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 | 《2022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及CCCA视频发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7届会议（COP27）于11月6日至

18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是全球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气候相关年度会议。在

11月11日举办的中国角企业日活动中，《2022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正式发布，

其中包含包括27个典型案例。案例集汇集了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内的前沿转型经

验，其中不乏能够解决行业转型痛点的创意和方案，为行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转

型路径，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可推广性。

在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下，该案例集由C Team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作为联

合发起单位，共同开展本年度中国企业气候行动案例征集、筛选和传播工作。在征集

期内，发起机构共收到约50份项目申请，通过行业内专家的审核评选，共收录27个

企业创新减排的项目，涵盖八个行业和领域。自2019年起，万科公益基金会连续四

年支持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征集和编制《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向社会推广

企业的积极行动，分享前沿的转型经验。

更多信息请见
COP27 | 《2022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及CCCA视频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6098&idx=2&sn=198e777a4abd1b810978fd75c05de6d7&chksm=fc897225cbfefb333fde716a1c263664685f1a4c396dd2fe07d1e7f39af7de7cf80dff8aa9a6&token=19731369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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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4 | 《武汉宣言》正式通过

11月6日，COP14部级高级别会议召开（武汉举行，与日内瓦线上连接）。会

议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关志鸥主持，湿地公约秘书长、各缔约方部长级官

员、外交代表、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组织代表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会议还介绍了

《武汉宣言》的起草过程，并宣布正式通过。

11月7日下午，“面向 2030/2050年的全球红树林”边会在线上召开，边会由万

科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MCF）、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环境署、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湿地国际、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共同举办，并

邀请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伙伴、非政府组织、私企等代表参与。边会在 2050 年

全球生物多样性愿景下回顾全球红树林保护的进展与挑战，促进利益相关方对于

保护红树林蓝碳的共识，推动面向未来十年的科学创新和协同行动。希望促使缔

约方和利益相关方重视并努力阻止红树林湿地丧失、转化与退化，促进增加蓝碳

储量，呼吁各方支持建立国际红树林保护与合作机制，并推动国际红树林中心的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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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4 |长江大保护论坛在武汉成功举办

11月5日至13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大会）在湖北武汉

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该国际会议。11月8日在武汉东湖国际中心，湖北省长江

生态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CCF）作为承办方之一，举办了以“共建生命长江，

传承大河文明”为主题的长江大保护论坛，成为此次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坛举行了“湿地暨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修复基地”揭牌仪式，还首次发布了

“长江流域十大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案例”，并发布了《化“杆搁”为“绿泊”》知识读

本。在会议最后，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总工程师郑忠明现场宣读了“全民参与长江

大保护”倡议书，呼吁遵守《长江保护法》、强化流域整合管理、加强司法审判、

加强科研及协同创新、社会化参与等，共同努力传承和创造大河文明。

“湿地暨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修复基地”揭牌仪式

更多信息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z7VLnmQW3QBw9dLizrLCTQ

https://mp.weixin.qq.com/s/z7VLnmQW3QBw9dLizrLC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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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气候安全与零碳愿景》于COP27中国角
企业日发布

11月6日至18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

（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近200个缔约国元首、部长和谈判代表，以及

三万多来自工商业界、智库、新闻媒体和国际组织代表们参会，旨在COP26的基

础上，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包括紧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建设复原力和适应

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兑现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提供资金的

承诺。

11月11日，COP27大会迎来“脱碳日” (Decarbonization Day)，以“云集企业力

量、共创零碳未来”为主题的边会在COP27中国角举办。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

会（以下简称:CCF）副理事长王利民出席了本次会议，并代表CCF零碳长江项目和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零碳雄心计划，正式发布《长江经济带气候安全与零碳愿

景展望》报告。

更多信息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Id5DA3Ghc0pK06xu2BSizg

https://mp.weixin.qq.com/s/Id5DA3Ghc0pK06xu2BSi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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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 | CCF在中国角分享长江大保护“协助巡护”

11月6日至18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

（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近200个缔约国元首、部长和谈判代表，以及

三万多来自工商业界、智库、新闻媒体和国际组织代表们参会，旨在COP26的基

础上，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包括紧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建设复原力和适应

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兑现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提供资金的

承诺。

11月17日，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为主题的

边会在COP27大会中国角顺利举办，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以下简

称:CCF）副理事长王利民出席了本次会议，并代表CCF从长江大保护的视角下分享

了社会组织在运用NbS（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所开展的相关工作。

更多信息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RTex9kvgC4X1xsM8fdg64g

https://mp.weixin.qq.com/s/RTex9kvgC4X1xsM8fdg6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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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SEE基金会主办的第九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分论坛顺利举行

11月4日，第九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在江苏溧阳天目湖镇开幕。北京市企业家环

保基金会（SEE基金会）以“行业聚焦下的自然教育何去何从”为主题开展分论坛，与

全国多家自然教育团队分享了这些年在从业中的探索和思考。

自2008年成立以来，SEE基金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行动，让荒漠化防治议题走

进公众视野。在尝试过一亿棵梭梭、地下水保护等工作后，最终选择了搭建完备的自

然教育体系这一方式，来让荒漠化防治议题更快、更好地吸引公众关注。

精彩项目汇

邀你赴山海间看展 | 梅沙的海里居然藏着这些秘密？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梅沙这片海洋的神奇物种故事及其重要的生态价值，让更多公

众感受梅沙海洋之美，万科公益基金会将继续在1.3公里长的大梅沙海滨栈道上发起

“活力海洋，多YOUNG梅沙”海洋主题展。

本次展览以梅沙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数据和影像素材为基础，融入深圳及附近

海域的海洋生物信息，依照梅沙海域生物特点分为潮间带生物、海藻场生物、珊瑚

群落生物、海洋鱼类、海洋威胁及保护行动五大版块。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启程，感

受梅沙海洋生物之美，了解不同海洋物种本身或之间的生活智慧，以及跟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的联系，亦能透过潜水调查员的视角直视梅沙海域面临的威胁，积极唤起

更多人保护海洋的意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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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来和蝴蝶交个朋友 | 梅沙内湖蝴蝶花园“参与式共建”系列工作坊

万科公益基金会大梅沙内湖共建

花园系列工作坊主要面向社区儿童青

少年，将以E-steam项目式学习的方式，

以充分践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为目标，

培育社区儿童积极主动参与社区公共

事务的调查研究、协商讨论、提案实

践、以及影响力传播等能力，引导儿

童通过学习基础自然环境知识、人文

地理知识以及设计学、建筑工程学知

识，参与并实践社区共建花园的品牌

设计以及空间搭建工作，最终在大梅

沙内湖共同建设一座科普功能型社区

花园，并共同设计编创表演一部生境

科普戏剧，在培养青少年设计思维与

系统思维、艺术表达能力的基础上，

一起推动盐田低碳生态社区建设理念

的传播。

更多信息请见
邀你赴山海间看展 | 梅沙的海里居然藏着这些秘密？

系列工作坊结合儿童友好、鼓励儿童发展等政策原则，充分给予参与者发挥优势

的空间，从共建花园探访触及“共建”乃至扩大化传播等宏观议题，同时亲身参与传播

实践，深度体验共建事宜，从而丰富经历拓展视野。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5990&idx=1&sn=e85dcf60616032fd72ae97f3bb78e3f6&chksm=fc897251cbfefb47295e2df8a77da25d78e64ee13f6dce655e583694cc43020ea3dcea8aaa96&token=19731369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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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花一小时，你会在花园做什么？｜ 2022盐田共建花园主题IP发布

2022盐田共建花园的年度主题为“花一小时”，以使用者角度思考社区共建花园的

核心价值。2022盐田共建花园进行至今，五个花园：内湖公园蝴蝶生境科普花园、

明珠社区、桐林花园小区、小梅沙社区、沙深路123号生活区共建花园，已基本完满

走过参与式调研、参与式设计阶段，进入到参与式营造阶段。得益于社区居民的积

极参与、建言献策，在规划师、设计师专业的配合下，各个花园都提炼出各自的亮

点，体现了「可持续社区新生活」的多维面向——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校社共建的

绿色生活孵化器、可持续滨海旅行、社区零废弃实践、长幼共融的社区参与。

围绕“花一小时”年度主题，以及各个花园的亮点特色，万科公益基金会盐田共建

花园团队推出“花一小时”主题视觉IP，为盐田市民带来“花婆婆”和“虫仔”这对搭档，

陪伴我们度过花园的美好时光。

更多信息请见
花一小时，你会在花园做什么？｜ 2022盐田共建花园主题IP发布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号古树保护工程通过验收

11月9日下午，“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西峰寺古树复壮保护工程”——千年古银杏

复壮保护工程正式通过验收。

中央国家机关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司、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北京绿化基金会、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和项目工程管理、监理、施工单位相关

负责同志以及古树专家参加了验收。



23

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素有“中央国家机关第一号古树”的这棵古银杏（编号：110109A00180）坐落在

现为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办公所在地的西峰寺院落正中，树高约35米，胸围约8米，

树龄逾千年，2000年被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定为一级古树。由于树体高大，历史上

这株古树曾因自然灾害而出现三次树杈断裂。

验收小组一致认为，古树保护工程外观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施工单位按工序要

求和专家批准的方案施工，各分项工程质量合格；有关工程资料整理、真实、完整、

全面，各分项工程检查合格；项目全过程实施符合北京市城市建设、绿化施工相关

法律法规，通过验收。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号古树”的修复受到广大市民和媒体的关注，中宣部学习强

国、国土绿化、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千龙新闻、中国首都网、新浪

财经、腾讯新闻等二十多家媒体和网站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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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顺鑫绿洲奖学金在北京林业大学信息学院设立
开启企业、高校及公益组织崭新合作局面

11月8日上午，“顺鑫绿洲奖学金设立暨北林信息学院、顺鑫绿洲、北京绿化基金会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林业大学举行。

北京绿化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代表北京绿化基金会讲话。他表示，北京绿化基金

会一直致力于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为各方合作牵线搭桥，希望通过设立顺鑫绿洲奖

学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三方在园林信息行业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领域实

现高质量发展，为北京园林绿化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在奖学金签约仪式环节，国春杰、任元彪、骆会欣代表三方签署奖学金捐赠协议；

国春杰、骆会欣共同向任元彪、北京林业大学信息学院院长陈志泊赠送捐赠支票。随

后，骆会欣代表北京绿化基金会向国春杰赠送捐赠证书，任元彪代表北京林业大学分

别向国春杰、骆会欣赠送捐赠铭牌和捐赠证书。

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环节，骆会欣、国春杰、韩秋波代表三方共同签署《“北林信

息-顺鑫绿洲-北京绿化基金会”战略合作协议》。

顺鑫绿洲奖学金，是北京顺鑫绿洲锦绣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北京绿化基金会在

北京林业大学信息学院设立的定向奖学金，面向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扎实、创新能力

强、综合素质高的优秀校内外本科推免生和优秀在校研究生。首期资助总额50万元，5

年为期，每年出资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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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监测区林草碳汇工作交流会正式召开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

碳”）目标战略决策和国家林草局党组林草碳汇工作部署，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和

我会于11月14日共同组织召开了中南监测区林草碳汇工作交流会议，旨在推进中

南监测区各省区林草碳汇工作合作交流。会议的召开，为中南监测区各省（区）

今后做好林草碳汇工作提供了参考、理清了思路、明晰了方向。下一步，我会将

与中南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中南院的技术人才和业务工作优势，积极

开展碳汇本底调查、碳汇计量监测与评估、碳汇方法学、碳交易等方面的工作，

全面加强与中南监测区各省（区）的深度合作，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林草力量。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自然生态数字碳汇专项基金
正式成立

为推动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碳汇事业，推动绿

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宗旨，2022年11月1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批准成立

了自然生态数字碳汇专项基金，并将于11月中旬在深圳第24届高交会节能低碳展

期间举行成立启动仪式。自然生态数字碳汇专项基金，由领航数字经济（深圳）

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北京中护航集团、深圳市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梅兰书院共同

发起成立。该专项基金主要支持生态系统碳汇项目开发的能力建设，碳汇数字化、

信息化及数据库建设等内容，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创新建设绿色碳汇数字经济平

台、推广和应用绿色碳汇技术及标准，加强与全球利益相关方在碳汇领域的合作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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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武汉设计日 | CCF受邀举办生态展

2022年10月31日-2022年11月1日，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指导，武

汉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城建局、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等共同承办的

为武汉设计日主题活动于江岸区大智无界·空中小镇举办。本次活动围绕“老城新生”的

主题，聚焦“品质城市”，以云观展的方式于11月1日线上举行，广大网友通过武汉广电

“见微直播”、央视频等多媒体平台观展，共同分享武汉“设计之都”建设五年最新成就。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CCF）受邀参与2022年“武汉设计日”，并

携手阿拉善SEE长江项目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博得生态中

心、武汉市观鸟协会，以零碳城市、立体生境、公益创新“等主题，展示了在生态保护、

双碳领域研究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更多信息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1NLASM5lYqMXMlTWnnoCYQ

https://mp.weixin.qq.com/s/1NLASM5lYqMXMlTWnnoC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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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基金会与中国涂料工业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涂料绿色行动
——含铅涂料调研成果发布会”顺利举行

11月3日，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与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共同主

办，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承办的“中

国涂料绿色行动——含铅涂料调研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项

目规划主任、行业资深专家、企业代表等与会嘉宾，围绕中国含铅涂料的应用及管控

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上发布了《中国含铅涂料

的应用和管控现状及无铅化展望》，为推动涂料去铅在未来的广泛使用提供了新方向、

新思路。

SEE基金会秘书长杨彪在为大会致辞中提到，此次涂料行业绿色行动项目，对工业

和生活场景下涂料行业重金属铅含量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与检测，并发布调研成果，旨

在引起整个行业的重视，促进多方合作，推动涂料“去铅化”。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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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沙姆沙伊赫，共同助力气候行动！
CEGA 特别沙龙圆满结束！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7 进入艰难的第二周谈判之际，环境资助者网络

（CEGA）于11月16日在沙姆沙伊赫大会现场举办特别沙龙，邀请参加气候大会的

成员伙伴、帮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基金会相聚一起，探讨如何发挥慈善

公益力量，共同助力气候行动。成员伙伴在沙龙分享了精彩洞见。同时，CEGA执

行主任张瑞英沙龙上宣布了特别惊喜——新伙伴能源基金会以战略合作伙伴身份加

入了CEGA！

能源基金会代表姜冰女士表示，期待今后和各位网络伙伴在气候变化相关议题

有更深入的探讨和合作，发挥彼此的优势，相互协作支撑，推动慈善事业在气候变

化这一重大议题上的发展，继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老牛基金会秘书长、CEGA主

席安亚强对新成员的加入表示了热烈欢迎，希望能源基金会将来可以很好地融入

CEGA 大家庭，并发挥自身优势，在气候变化、国际交流等方面贡献力量。

最后，线下伙伴愉快合影留念，CEGA相聚沙姆沙伊赫！

CEGA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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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专栏

惠州大亚湾区蓝色海湾公益协会

惠州大亚湾区蓝色海湾公益协会是2019年11月在大亚湾区民政局注

册成立的，目前有会员110人，注册志愿者560人。以致力于海洋环境

保护，弘扬海洋文化为宗旨。

2019年、2020年组织志愿者对惠州海域开展了沿海岸带徒步调查利

用现状，采集了垃圾污染点、红树分布、海滩类型等十种数据，为此

协会确立了十大主要项目有：公益净滩、修复海岸线种植红树林、识

鸟护鸟从观鸟开始、走进大亚湾的海洋世界、认识海洋从潮间带生物

开始等。

3年来，协会得到过阿拉善创绿家、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永续全

球环境研究所、深圳社会基金会等资助，荣获了“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大赛铜奖”“广东省益苗计划省级示范项目”“大亚湾公益事业杰出贡

献奖”等，会长路小轩2020年荣获“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全国百名最

美志愿者、广东好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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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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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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主席包括老牛基金

会理事长雷永胜、原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原万

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现任主席为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亚

强和万科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谢晓慧。其它成员伙伴包括北

京绿化基金会，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及战略合作伙伴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