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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CEGA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编者按

转眼间，我们的简报又走过了一年。2022年，CEGA简报追踪行业内的热点，向

公众展示了COP14、COP15、COP27以及“6月5日世界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95公益周”、“99公益日”等业内大会和热点工作动态。2022年，我们向业内和公

众推送了11个项目招募计划，9次人才招聘信息，并推荐了10家优秀的NGO环保伙

伴，希望借助CEGA简报平台的宣传和推荐，为更多的机构和个人提供机会，并让更

多的人了解国内民间机构的环保工作。2022年，我们的大家庭日益壮大，新成员湖北

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和能源基金会加入了CEGA。2022年，CEGA借助简报平台，报

道了9次沙龙工作，让线上和线下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了CEGA工作中来。

本期简报，我们将向大家展示CEGA主席的新年寄语，同时，阿拉善SEE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年度总结和亮

点工作也将为大家呈现。12月，多家机构参加了在蒙特利尔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本期我们也将看到他们

在会议中的风采。

更多精彩信息，请查看本期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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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SEE 2022年度工作亮点

回望2022年，阿拉善SEE继续联动各方力量，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断探

索实践。在环保公益领域收获满满，亮点纷呈：

一、2022年2月28日-3月2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参加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二阶段会议（UNEA-5.2）以及联合国环境署成立50周年特别大会。

二、4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正式加入商业自然联盟（BfN）的决策委员会

（Coordination Group），进一步提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商业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国际平台上的影响力。

三、6月5日世界环境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十八周年纪念日，阿拉善SEE

第九届“中国企业绿色契约论坛”于当日顺利举行，本次论坛以“多元‘碳‘索，创建未

来’”为主题，为“双碳”历史机遇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价值。

四、8月11日，SEE基金会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共同发布了《废旧手机回收与利

用公众行动手册》报告，旨在引导全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五、9月在中华慈善日期间，SEE基金会联合各界伙伴参与了腾讯公益“99公益

日”、阿里巴巴“95公益周”、字节跳动公益“DOU爱公益日” 等多家互联网平台公益

活动，2022年9月1-9日，SEE共获得155,173人次支持，833万元善款（准确数据以

平台公示为准）。

六、10月27日，主题为“创新价值·绿色繁荣”的2022首届SEE基金会公益发展论

坛在北京顺利举行。本次论坛线上线下云集百余名各领域专家、企业家代表、公益

同仁等，共同围绕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个议题展开了主旨

演讲，为推动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七、11月，阿拉善SEE深度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

方大会（COP27），在大会期间通过主办、协办及参加一系列主题边会及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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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同月，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期间，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与发起机构红树林基金会（MCF）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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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12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 第

二阶段会议期间，阿拉善SEE携手多方力量主办、承办多场主题边会。展现了阿拉

善SEE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与成果，为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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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公益基金会｜6个关键词，总结我们的2022

这一年似乎经历了很多，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夏天一些地区遭遇了热浪、干

旱、暴雨和洪水，而在拉尼娜的影响我们似乎又要开始应对一个寒冬。

这一年里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似乎从几年前开始，拥抱变化已经成为大多数

人的常态，而在变化中，不变的依然是对建设可持续社区目标的追求，这一年我们同

样在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一个个坚定的步伐。

在2022年的末尾，万科公益基金会用6个关键词总结过去一年的旅程，也邀请大

家一起，来回顾这一年一同走过的路。

更多详见：
6个关键词，总结我们的202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8055&idx=1&sn=a48ea9b0b19c7be96781c63d4a551727&chksm=fc897a40cbfef35683a44e8405ea05ec4f17af4c97e579e01293ba10fca325a0e768a7a7f7f7&token=28141426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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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2022的年度记忆

2022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美团85万青山公益商家，秉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持续开展“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围绕自然保护地在生态系统碳

汇、固碳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力，征集并资助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周边社区

生计替代、一线科研实践等项目。首批资助的28个项目，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

路径，切实提升保护地生态质量，提高生态系统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28个公益项目的落地，将一笔笔资助转化为在地的生态保护力量。无论是生态

修复还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或是探索产业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的路径，还是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乡村振兴的联系，都将是一个见效周期长，区域差异性高，同

时也要我们执着坚守、奋力探索实现的长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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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2022年年报

亮点一：CCF获评湖北省2021年度全省性5A级社会组织CCF获评湖北省2021年度

全省性5A级社会组织。此次评审是根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39号)

及年度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安排，经自主申报、资格审查、实地评估及全省性社会组织

评 估 委 员 会 评 审 ， 最 终 选 出 17 家 5A 级 社 会 组 织 。

亮点二：在国际舞台发声，向全世界展示CCF公益环保故事

参与承办COP14长江大保护边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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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在武汉东湖国际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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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COP27上发布《长江经济带气候安全与零碳愿景展望》报告。11月11日，

COP27大会上，CCF副理事长王利民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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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OP27上分享长江大保护“协助巡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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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副理

事长王利民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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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导手册》在COP15发布。12月9日上午，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中国角边会“加快实

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商业行动”在加拿大蒙德利尔召开。边会上发布了《企业生

物多样性保护指导手册》，CCF参与支持了该手册的编制。

更多信息请看：
https://mp.weixin.qq.com/s/BbOnSY1RiSRDKrXImYEh2g

https://mp.weixin.qq.com/s/BbOnSY1RiSRDKrXImYEh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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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COP15｜阿拉善SEE参与多场主题边会，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会议于

2022年12月7日至19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来自196个缔约方的超过万名与会者

齐聚于此。大会于12月19日通过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自然

保护协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

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召开期间，阿拉善SEE携手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

“企业协同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与气候危机”主题边会，旨在与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

组织代表，围绕即将通过的“框架”对工商业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影响，中国工商业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实现净零和自然向好发展的目

标等议题进行交流。

同时，阿拉善SEE参与多场主题边会。与各国政府代表、来自商业和金融界、科

学界和学术界、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以及青年代表等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展示阿拉善

SEE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与成果，为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力量。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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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万科基金会绿缘计划试点经验发布 | 推动“五社联动”参与可持续
社区环境建设

2022年11月29日，绿缘计划举办“项目经验交流会暨’五社联动’推动可持续社区

环境建设论坛”向社会交上了答卷：绿缘计划资助的21家社会组织为47个小区开展各

类服务超610次，服务38090人；培育志愿者队伍47支；印发宣传单页手册海报等资

料超过8900份。

项目评估资料显示，项目对所服务社区的环境、居民对环保的认知和行为、社

区的整体氛围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而且参与绿缘计划的社会组织的社区环保专业

服务能力与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绿缘计划探索的成效

和经验也促进了万科公益基金会的资助视角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的社会服务机构，目

前在深圳正在实施的“绿益计划”正是 “北京经验”的推广。

会上发布了《赋能社会组织，助力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公益1+1”之绿缘计

划行动研究报告》（简称：绿缘计划行动研究报告）。研究结果发现，基于信任与

尊重的服务理念、资源支持与能力建设并重的资助模式、五社联动多方参与的协作

机制是支持和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环保的有效方法。

更多详见：

绿缘计划试点经验发布 |推动“五社联动”参与可持续社区环境建设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6165&idx=1&sn=54a8cef3189ca0313b583c78c55f138f&chksm=fc8973e2cbfefaf4cefcc7e78bd37fe600824071eeb5685a2b3210b67b80c1d8e31c65c891b4&token=281414265&lang=zh_CN#rd


10

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报告发布 | 深圳城市自然挑战赛报告正式发布

自2021年起，万科公益基金会基于长期在可持续社区目标下的探索实践，从影

响公众深远的方向和议题着手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联合爱栖自然、大

自然保护协会、蓝蹼生态等多家机构发起“深圳城市自然挑战赛”项目。在连续2年的

“深圳城市自然挑战赛”项目中，万科公益基金会重点资助支持“深圳城市自然挑战赛”

的开展。爱栖自然作为项目主要执行团队，推动挑战赛落地执行，并基于2年积累的

丰富公民科学数据，在万科公益基金会和阿拉善深港项目中心的重点支持下，策划

编写了《深圳城市自然挑战赛公民科学报告（2021-2022）》，报告还得到清华大学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环境与生态研究院fuTuRE EcoSystems Lab(TREES)研究团队的数据分

析支持。

报告凝聚了上千名深圳市民、自然爱好者、志愿者、物种专家、研究学者和保

护实践者的努力和汗水，惊喜的是，这份报告也突破疫情的重重阻碍有幸在COP15

大会的舞台亮相，向国际社会传递我们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精彩故事。

该报告旨在为更多城市及公众开展公民科学项目提供参考，期待接下来，有更

多的伙伴加入深圳城市自然挑战赛的队伍，从身边的点滴做起，保护我们和自然万

物共同生存的家园。

更多信息请见：

报告发布 |深圳城市自然挑战赛报告正式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6691&idx=2&sn=14ba28af844d71cb65efd80efe9fad3c&chksm=fc897194cbfef882cda9f2cf43ad3eed44deb1b706035bcfcf79929fa3418c76de1381858087&token=28141426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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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珠峰雪豹保护计划”迈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新征程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二阶段会议于12月19日

正式闭幕，最终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今后直至2030年乃至更

长一段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新蓝图。COP15期间，生态环境部首次开展生

物多样性优秀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筛选出一批具有全国示范价值的优秀案例，西藏珠

峰雪豹保护被选为其中之一。

2013年，万科公益基金会与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发

布“珠峰雪豹保护计划”。2014年5月，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万科公益

基金会联合成立“珠峰雪豹保护中心”，从科学研究、社区发展、人才培养和公众教育

四个方面推进工作。并于同年，发布“雪豹保护行动”。 多年来，“珠峰雪豹保护计划”

持续支持珠峰保护区的雪豹保护工作，联合物种研究、社区发展、保护管理、自然影

像等多领域合作伙伴，共同探索珠峰雪豹及其栖息地保护的路径与经验，为珠峰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出了积极探索与尝试。

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通过的“历史性的时刻”，“珠峰雪豹保护计

划”也即将迎来新的使命与战略。”未来的五年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国家

公园建设等议题将在珠峰交织演绎，珠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即将迈入新的征程，

为此，万科公益基金会编制完成《珠峰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2023-2027年）》，积极

响应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落实”的倡议与期许。

在蒙特利尔参加COP15的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

更多详见：
“珠峰雪豹保护计划”迈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新征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7471&idx=1&sn=0bc89cc4e7004429735333a681035ac2&chksm=fc897c98cbfef58e9bf4bf66d72573a7c57b1e968117e80763dba2a6eba47acbdd76394bfe64&token=28141426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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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环保公益现状大摸底年终发布与研讨会成功举办

12月21日，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

基金会（SEE基金会）、万科公益基

金会和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的环保公益现状大摸底

年终发布与研讨会在线上成功举办。

会上，近10年来覆盖面最广、样

本量最大的环保公益组织调研成果—

—2022中国环保公益组织名录和

《2022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

报告》正式发布，吸引了逾11.5万的

网友在线围观。

本次调研由3家主办方共同发起，

全国34家枢纽环保组织一同参与，历

经7个月完成。调研成果中，名录收

录了遍布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

2753家环保公益组织，报告则梳理

分析了其中500家参与问卷调研组织

的工作领域、筹资、人力资源状况等

信息。

会议现场，主办方代表和行业专

家就调研成果分享见解；会议还邀请

参与调研的枢纽组织代表、行业中活

跃的组织负责人，围绕“行业的事如

何共创、如何共享”进行了研讨，一

起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建言献策，思

考如何做得更好与可持续。

更多详见：
精彩回顾 |环保公益现状大摸底年终发布与研讨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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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杨超理事长赴浙江广厦建设
职业技术大学调研

2022年12月5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林草局总经济师杨超，在浙

江省林业局一级巡视员杨幼平，国土绿化处处长陈航，东阳市副市长李进财等同志的

陪同下赴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调研。调研期间，杨超理事长对广厦建设职业大

学捐资支持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开展“数字标本采集奖”竞赛活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对

学校鲜明的办学形式、办学特色和办学成果给予高度肯定，对学校牵头创建生物多样

性研究院表示赞赏，大力赞扬了学校的捐资义举和办学特色，支持学校的生物多样性

研究院创建。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以关注森林网为载体的“数字标本采集奖”

竞赛活动达成共识。在东阳市政府的支持下，未来将开展多层面的交流和长期的合作，

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积极的贡献。在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通过的“历史性的时刻”，“珠峰雪豹保护计划”也即

将迎来新的使命与战略。”未来的五年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国家公园建设

等议题将在珠峰交织演绎，珠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即将迈入新的征程，为此，万

科公益基金会编制完成《珠峰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2023-2027年）》，积极响应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落实”的倡议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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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联合主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边会

蒙特利尔当地时间12月9日下午，以“共生的智慧：本地社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传

统、贡献和未来”为主题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边会在中国角顺

利举办。与会机构代表围绕原住民与本土社区的传统知识、治理与可持续利用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贡献，详细介绍了来自全球的社区保护典型案例，深入讨论如何推动政

府、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企业和本土社区合作，建立长期的伙伴支持关系，共同实

现将本土社区的参与和共享主流化的目标。会议期待更多的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和

社会组织关注和推动本土传统知识的传承和基于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日，中国

绿色碳汇基金会合作举办的“行动区”（Action Zone）活动——“加强非国家主体共同行

动，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共赢”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活动围绕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绿色发展的主要矛盾，深入交流和探讨非国家主体在自然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

的政策措施、实践行动和自主承诺；加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国家主体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探寻自然保护和绿色发展双赢的行动路径。边会深入探讨

非国家主体合作支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

源、可持续农业生产、非国家主体自主承诺等广泛议题，降低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

的威胁，推进非国家主体采取实际行动，实现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COP15中国角多方位展示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生物多样性
保护项目成果与实践

COP15第二阶段会议于当地时间12月7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期间，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通过在COP15大会现场持续播放9个宣传视频，展示7个展板、2本图书、

6个易拉宝、6个折页或贴画等方式，向各国、各地区、各方面的参会代表传播了中国

的社会组织、企业等相关方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合作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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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5中国角发布
《生物多样性100+全球案例集》《神奇物种·中国物种保护百年》

中英文版图书

加拿大蒙特利尔时间12月13日，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和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共同主办，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地理等15家单位联合

协办的“从昆明出发：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行动助力GBF目标实现”主题边会在COP15中

国角成功举办。中国政府COP15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赵英民副部长，联合国CBD秘

书处副执行秘书David Cooper等多位嘉宾出席边会并致辞。

此次边会上，《生物多样性100+全球案例集》及《神奇物种·中国物种保护百年》

中英文双行本图书正式对外发布。《生物多样性100+全球案例集》由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理事长徐光、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理事长孙姗共同上台发布；《神奇物种·中国物种

保护百年》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房志、蚂蚁集团可持续绿色公益部总经理

蒋琤、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品牌总监及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负责人周宇宁共同上

台发布。

近日，江苏省靖江市园林苗圃通过北京绿化基金会捐赠的180株高品质中山杉

抵达河北衡水和保定，其中150株捐赠给河北省衡水市园林中心，种植在衡水湖附

近公园绿地，另外30株捐赠给了河北农业大学，种植在校园门口附近的耕读园水

系边，该园是为庆祝该校120周年由校友捐赠新建的景点。中山杉的到来受到当地

部门的高度重视，衡水市园林局副局长刘俊峰现场督导栽植，当天就全部种植完

毕。

江苏靖江苗圃捐赠给北京绿化基金会的中山杉落户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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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杉为杉科落羽杉属种间杂交优良无性系品种的统称，是经国家林草局审定的

林木良种，在园林绿化、生态建设和滩涂造林等许多领域中都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

因其树冠优美、绿色期长、耐水耐盐等生态特性，已被广泛应用于滩涂湿地、生态园

区、城市绿地等环境绿化。

2020年，江苏省靖江市园林苗圃曾通过北京绿化基金会捐赠了800株中山杉给雄安

新区“淀中翡翠”王家寨村，为雄安绿色生态环境建设助力，目前长势良好。

中山杉目前主要分布于中国江苏、浙江、云南和重庆等地，在河北种植，是中山

杉北迁之路的继续尝试。明年春天将继续往北推进，在北京试点种植。

2022年12月9日上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中国角边会“加快实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商业行动”在加

拿大蒙德利尔召开。边会上发布了《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导手册》。

手册的编写工作得到了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CEEC）的指导，由世界可

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商业自然联盟（BfN）、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牵头、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OPF）、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和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共同

支持完成。

COP15 | 《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导手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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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从城市到荒野：生物多样性主题展在上海自然博物馆B2中庭正式启幕。

展览由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我的自然百宝箱”以及北京市企业家环

保基金会（SEE基金会）旗下“劲草嘉年华”共同策划，笛德侯文化实验室协办，由华

泰证券以及彭博中国公益支持。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作为公益支持方，在本次展览中提供了“留住长江的

微笑”项目相关展示内容，重点突出了协助巡护项目。在物料展示区展示了巡护救生

衣、水杯、望远镜、江豚分布地图以及对江豚杀伤力很大的滚钩、地笼，同时在文

创产品区还有中华鲟、青头潜鸭等明信片展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从城市到荒野：生物多样性主题展】劲草嘉年华上海开幕

更多信息请看：
https://mp.weixin.qq.com/s/s9AwMRQ4lZCDjzimyyGv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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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日上午，2022年长江大保护“渔民驿站”项目评审会以线上会

议的形式顺利召开。本期”渔民驿站“自发布以来，共收到来自长江流域的12个

项目团队申报，最终来自重庆、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的8个项目参加了项目

评审。

更多信息请看：

https://mp.weixin.qq.com/s/TcmHL8SptroHt8escWS-Hw

项目动态 | 2022年“渔民驿站”项目评审会顺利召开

更多信息请看：
https://mp.weixin.qq.com/s/jtGqJ9h9YRXDAMi0WI_1ZA

https://mp.weixin.qq.com/s/TcmHL8SptroHt8escWS-Hw
https://mp.weixin.qq.com/s/jtGqJ9h9YRXDAMi0WI_1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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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视野中的小豆子和大健康”项目

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的生态失衡——这两项挑战无

疑是当下全球关注热点。在探索问题解决之道时，本土资源与在地智慧能够提供

哪些助力？已有哪些行动有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希望与指引？

2022年，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农民种子网络开展「小豆子，大健康」项目（全

称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视野下的小豆子和大健康」），正是以大豆这

一中国原生粮食作物为聚焦点，考察全国范围内多区域豆类品种保育对传统农业

的促进，以及豆类食品对饮食科学、公众健康、民间习俗、文化认同等多领域具

有的重要价值。在这个社区行动与经验提炼密切结合的探索过程中，勤勉的田间

农户、不懈攻关的科研人员、关注民生经济的地方农业官员、从事社区发展的社

会组织、媒体传播者等等多类伙伴携手合作，系统性探索”环境健康+农业生物多样

性+食物多样性”如何在中国语境下的交织关联，以及这三者与社区气候韧性之间的

强关联。

从2022年4月至今，工作团队先后走访了江苏省昆山市悦丰岛有机农场、云南

省红河州石屏县帅虹豆制品厂和丽江市玉龙县石头城村，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王金

庄村、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罗城沟村（北京秀才豆坊）、广西农业科学院（明阳实

验基地）等多地。通过实地考察、交叉验证，将本土种子保育、城市健康饮食消

费等话题串连起来，梳理出小豆子“从种子到餐桌”的健康可持续食物路径，汇集为

12篇短文，希望为更多公众提供一种未来可期的“觅食思路”——重视豆类食材，恢

复在地豆类品种的种植，关注提纯复壮，让更多人享受高品质、美好味道的豆类

食材。

工作团队也期待以此”小豆子，大健康”系列故事，能让更多人看到：获益于在

地品种保育，以及本土种植方式的坚守，农业生物多样性可以为社区应对气候变

化、保持生计气候韧性带来莫大助益；我们也籍此呼吁更深度促进多方跨界协作，

“滴滤”出农家种保育、健康饮食、土地与生态的智慧，为共筑城乡可持续生活提供

解决路径。

更多详见：
小豆子，大健康｜昆山“牛踏扁”毛豆：隐匿的江南终极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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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顾中国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近期，安顾（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安顾中国”）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

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开展植树造林、森林可持续经营、荒漠化治理、湿地和草原保

护与修复等项目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安顾中国植树造林项目是

安顾中国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在山东省临沂市联合实施的首个合作项目。项目位于

该市兰陵县生态环境脆弱区，将根据适地适树的原则，栽植由黑松、黄栌、五角枫等

当地乡土树种组成的混交林。该项目有助于增加临沂市生态脆弱区域森林覆盖率，发

挥森林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减灾防灾、固碳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重效益。在改善

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城乡居民提供休闲健身场地、促进农民增收。安顾中国与中国

绿色碳汇基金会希望该项目能提高当地群众建设绿色生态家园的意识，助力当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个长江”可持续发展论坛：量化评估企业生物
多样性表现，引导资本向善

12月21日，在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的指导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

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华泰证券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第二届“一

个长江”可持续发展论坛。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出席此次会议并致辞，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徐光、副秘书长房志参会发言。来自监管、学术、保护、

投资等多方机构代表，共同探讨生物多样性应如何纳入责任投资目标，企业又应如何

立足长期可持续发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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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长江 | “长江流域零碳经济发展咨询会”顺利召开

12月10日下午，“长江流域零碳经济发展咨询会” 在东湖磨山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

基金会（以下简称：CCF）自然教育基地顺利举办。政府部门、气候与能源、环境、

经济、工业、城市规划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和阿拉善SEE会亲们，听取了CCF关于“零碳长

江”项目发起一年来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汇报，并针对现场介绍的《零碳长江实施路径

研究》报告，结合自身专业领域进行了点评和对策探寻，深刻洞察零碳长江项目对助

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相聚云端会场共话绿色未来 ——中日青年环保建
设论坛成功举办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日

中友好会馆共同主办的“中日

青年环保建设论坛——为了我

们美好的未来”于12月16日以

线上方式在北京、东京举行，

共约130位中日青年参加。论

坛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承办。

更多信息请看：
https://mp.weixin.qq.com/s/jkAIm1XcwEsRRvR0DU4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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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资企业海外有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举办
——专家热议企业赴海外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12月2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举办的“推动中资企业海外有效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本期研讨会围绕中资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中，围绕环

境责任和社会责任邀请嘉宾展开研讨，旨在展示各方在环保公益和社会公益方面的优

秀案例，交流社会组织如何在企业社会责任之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中发挥价值和作用。

聚焦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
——社企合作推动中资企业海外履行绿色社会责任专题培训

12月15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举办的社企合作推动中资企业海外

履行绿色社会责任专题培训在线上举行。专题培训分上下午两个阶段举行，分别聚

焦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邀请行业专家和社会组织、相关智库代表进行

主旨报告和实践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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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社区废弃物管理论坛回顾｜从多元力量中，汲取继续前行的
动力和勇气

2022年12月16日，第四届社区废弃物管理论坛顺利在线上召开。18位嘉宾来自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等不同行业，从政策、学术、商业、艺术、教育等多

个领域，分享了如何推动多元力量在社区废弃物管理领域的跨界互动。《生活废弃物

议题社会组织行业扫描报告》也在本届论坛中正式发布。本次论坛由万科公益基金会

主办，直播全网总观看量超过638万人次。

论坛中，嘉宾们分享了来自于个体和机构的跨界行动，以及他们一路走来的思考

与期待。这次论坛也让更多人看到多元力量在“社区废弃物管理”领域的重要价值，从

中汲取到继续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中，尤其需要我们人类秉持尊重与善

意，减少人类消费和人类活动对于自然和环境的伤害，行动起来的人越多，世界也越

发充满绿色希望。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更多详见：
第四届社区废弃物管理论坛回顾｜从多元力量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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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发布 | 生活废弃物议题社会组织行业扫描报告（2022）

近年来，垃圾分类的外部环境和实践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垃圾分类管理思路

上，从政策文件到社会组织的一线实践，都强调了“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视角，生活

废弃物议题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长，并出现了专业细分。它们拥有丰富的一线实践经

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了增强社会组织在生活废弃物治理领域的可见度，呈现生活废弃物议题组织的

行业发展状态，在万科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开展了“生活废弃

物议题社会组织行业扫描”并形成本调研报告。

《生活废弃物议题社会组织行业扫描报告（2022）》现已正式发布，我们希望更

多生活废弃物议题社会组织和他们的实践可以“被看见”，并且通过系统的知识生产、

政策倡导与公众传播，转换为推动改变的动能。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更多详见：
报告发布 |生活废弃物议题社会组织行业扫描报告（202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47503&idx=1&sn=7073e6cb9705f1901b49f95adb6f0938&chksm=fc897cb8cbfef5aeb8de28475976efcef869ccc46c64c82459a14e59ebb5cf2752fba45bb940&token=281414265&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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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生态屏障沁源行动助力碧水东流2022三江源·沁源行动三大板块
成果落地

2022年，“三江源·沁源行动”走进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聚焦三江源核心

腹地，母亲河黄河的源头——黄河源。项目经过一年的开展，支持黄河源生态管护员

水源地巡护，建设“沁园水站”改善当地饮水条件，设立“零废宣教站”传递零废理念，

以“三江源·沁源行动”公众号为平台，开展线上云巡护行动，为守护中华水源做出积极

贡献。

“三江源·沁源行动”是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携手联合利华旗下净水品牌沁园、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于2021年共同发起，

围绕“守护净土、净美家乡、焕新传统”三大板块，开展一系列三江源守护行动，以此

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建设、传递环保及健康的生活理念，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长远愿景。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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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青山公益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成功举办合作伙伴征集

同步启动

12月27日，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美团青山计划联

合主办，中国新闻网协办的“‘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青山公益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

目启动仪式”在线上成功举办。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副司长赵莹出席启动仪式并讲

话，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刘春龙、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闫世东、美

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会秘书长杨碧聪先后为启动仪式致辞，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

书长王振刚介绍了“青山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征集工作安排，环保社会组织、街道

代表，各地宣教中心代表等出席启动仪式。本次启动仪式通过中国新闻网客户端、微

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各平台线上直播，累计在线观看人数近200万。西城区德

胜街道特意组织居民观看直播。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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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她”声音分享沙龙圆满结束！

2022年12月23日下午，由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

促进会（中国民促会）和万科公益基金会共同开展的“她”声音分享沙龙顺利举办。

5位“她”声音传播达人分别参与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及《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传递环境公益领域“她”

声音的经验。中国民促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香奕女士主持本次沙龙。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项目主管陈开欣分享了机构在COP15中国角边会的工作并

对环境议题中“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提出思考与反思未来应如何应对；红树林基金

会（MCF）秘书长助理曹欢表示，红树林基金会呼吁共同支持在湿地公约框架下建

立跨区域的国际红树林保护与合作机制，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搭建的合作平台，促

进全球红树林研究、交流、合作和能力建设；武汉行澈环保公益发展中心法务专员

盛颖分享了参会前的心路历程及参会中的成长，最终提出她对环保的理解；深圳市

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环境教育高级专员朱艳指出女性在国际环境会议与生态环境议

题中赋权的历史渊源与现有的行动及下一代青年女性的传承。最后，朱艳提出“愿

我们在大自然中收获宁静与韧性”的美好愿景；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

秘书长张思璐表示，全球化背景下，环保公益组织应当更多思考如何在世界的舞台

上准确地传达中国本土声音，并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交流与倡导。

王香奕女士表示，期待更多的社会组织代表参与到活动中来，传达“她”声音，

说出“她”故事，也期待明年与更多的社会组织成员在国际舞台上相见。沙龙就此圆

满结束。

CEGA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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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专栏

秦皇岛市观爱鸟协会

秦皇岛市观爱鸟协会是秦皇岛市自愿保护野生鸟类、保护生态环境

的爱好者自愿组成的民间社会团体，主要开展野生鸟类与湿地生态的

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引导、生态调查等公益性活动。

微信公号：qhdg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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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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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和能源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