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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编者按

五月，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SEE基金会创绿家与劲草同行项目迎来了十

周年庆典，万科公益基金会参与共建的“近零碳循环科普馆”正式揭牌，中国绿色

碳汇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伙伴荣获第二十届中国慈善榜“年度榜样基

金会”，华泰证券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联合出品的《一个长江》纪录片在北京

国际电影节获奖，北京绿化基金会参展“古树名木保护·科技成果推介”活动。辛

勤的伙伴们，在这个月得到了耕耘的馈赠。

项目进展方面，本期简报我们将看到S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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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最新项目

动态。本期资助信息，上海长鱼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基金会和湖北省长江生态保

护基金会共同发起的长江大保护“渔民驿站”项目开放2023年项目申报。本期优

秀NGO，我们将介绍坐标云南的国内唯一专注于保护长臂猿的公益机构：“云山

保护”。CEGA第28期沙龙基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视角，邀请嘉宾分享他们所在的

社会组织在东盟地区开展气候变化行动合作的案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扫描二

维码回看。

更多精彩信息，请查看本期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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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至5月3日，正值五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阿拉善SEE企业家会员、捐

赠人代表、媒体、公众超200人相约内蒙古阿拉善，开启2023年SEE一亿棵梭梭春种

活动。

为了让大家对荒漠化及当地生态有更多的基础认知，活动前夕，中国科学院西

北研究院沙漠与沙漠化研究室主任、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站长屈建军，中国治沙暨

沙业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文斌，从荒漠化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如何科学看待

荒漠化、如何亲身参与防治荒漠化等多角度，为企业家会员、捐赠人、公众、小朋

友带来了通俗易懂的知识科普。

2023年SEE一亿棵梭梭春种顺利举办

春种活动海报

SEE一亿棵梭梭项目自2014年发起至今，已在阿拉善关键生态区域种植了8000多

万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恢复荒漠植被170多万亩。

创绿家&劲草同行十年路

2023年5月21日，SEE基金会创绿家与劲草同行项目举办十周年活动，与200多

位现场嘉宾和20余万线上观众一起回顾过往十年历程。10年间，创绿家累计支持了

511个初创期环保公益组织，提供非限定性资助总额超过4322万元；劲草同行累计

以非限定资助方式支持伙伴96家，遍布全国32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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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个“近零碳科普馆”开放，探秘厨余垃圾的变身之旅

2023年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也是首个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

的第一天。当日上午九点，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盐田管理局、深圳市盐田区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万科公益基金会三方联合共建的“近零碳循环科普馆”正式揭牌，

并向公众开放。

线下参会嘉宾

活动现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和创绿家＆劲草同行项目组共同发布《创

绿家及劲草同行十年评估报告》，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讲述环保行业“从项目驱动到组织驱动”的发展转型。来自公益行业的同仁们共同探

讨了行业发展经验和未来的行动方向。

深圳市盐田区政府副区

长苏峰、万科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王石、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盐田管理局、盐田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盐田区

梅沙街道办及万科公益基金

会等相关代表出席了“黑水虻

自动化处理厨余项目”剪彩和

“近零碳循环科普馆”揭牌仪

式。 出席嘉宾进行黑水虻自动化处理厨余项目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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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司李高和广东省民政厅丁书记参访大梅沙万科中心

5月10日，生态环境部

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

先生率生态环境部、广东

省生态环境厅、深圳市生

态环境局、深圳市盐田区

人民政府等一行领导来到

位于深圳的大梅沙万科中

心碳中和实验园区考察指

导。万科公益基金会解冻

理事、谢晓慧秘书长、刘

源、区焕仪陪同接待。

近零碳科普馆外景

科普馆创新性采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共建方式，在探索有机垃圾就地资源化

路径的同时，营造环境友好空间，强化人文科普体验，旨在进一步提高社会大众

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垃圾分类和碳减排意识，助力盐田区高质量建设“近零碳试点

社区”。

更多信息详见：
深圳首个“近零碳科普馆”开放，探秘厨余垃圾的变身之旅

参观黑水虻自愿减排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52965&idx=1&sn=c6a47a6c5d45625aedac9f23ac025ead&chksm=fc894912cbfec0049132f95e2f973f3d71adec93eace4104097ae80100ccc6b7de97fe752473&token=43835098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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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详见：

气候司李高和广东省民政厅丁书记参访大梅沙万科中心

参观中，李高司长表示，气候投融资工作既是落实“双碳”目标的具体抓手，也

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工作举措。生态环境部正

积极部署和加快发展气候投融资工作，通过政策引导和协同，动员更多的资金投

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广东省民政厅党组书记丁红都、深圳市民政局熊瑛局长一行到访园区，听取基

金会慈善公益工作汇报，基金会解冻理事、谢晓慧、刘源、林虹、殷宜、区焕仪陪

同接待。

参观大梅沙万科中心屋顶花园生物多样性适应项目

广东省民政厅党组书记丁红都、深圳市民政局熊瑛局长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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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梅沙，与草莓星人一起见证厨余变草莓 | 深圳草莓音乐节

5月20日-21日，万科公益基金会与乐迷朋友们相约在深圳草莓音乐节，在循环

世界，梅“莓”与共的主题下，用行动来实现一场“低碳音乐节”。

万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草莓音乐节

现场分享“低碳音乐节行动tips”，一起探

索低碳音乐节新玩法——2023深圳草莓

音乐节「低碳音乐节行动」本次音乐节

的举办地大梅沙海滨公园，是梅沙碳中

和先行示范区的一部分。近两年来，万

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多方共同打造生态优

先的梅沙碳中和先行示范区。运用“黑水

虻生物式处理方式”处理社区厨余；倡导

节能减排、有机循环的生活方式，希望

能够让更多人接受并实践低碳的工作和

生活方式。

在深圳草莓音乐节，每个“草莓星人”

都可以通过小小的行动为可持续的未来

提供大大动力——本次草莓音乐节现场

产生的厨余垃圾，在被准确分类后，将

会通过“黑水虻生物式处理方式”，变身成

为可以滋养土壤和植物的有机肥料，这

也是万科公益基金会推动梅沙碳中和先

行示范区建设中处理社区有机垃圾的创

新减碳方式。

更多信息详见：
梅“莓”与共｜这个周末相约深圳草莓音乐节，解锁低碳新玩法！
在大梅沙，与草莓星人一起见证厨余变草莓 |深圳草莓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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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碳汇创新国际论坛在京举办

5月30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竹藤组织、亚太森林组织主办，中国绿色

碳汇基金会等承办的以推进以“林草碳汇创新，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为主题的林草碳汇

创新国际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尹伟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

局长唐芳林、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格尼斯、国际林联副主席刘世荣等出席论坛并做了主旨

发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大自然保护协

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威尔·麦戈德里克、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中

国区主任张洁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主任张琰和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

管理组织专家刘国良出席“林草碳汇战略对策与实践创新”圆桌对话。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唐芳林从完善顶层设计、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夯实测算方法、

启动碳汇试点、推动交流合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等6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林草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情况，并表示林草部门今后将在持续推进森林碳汇提升行动、进一步加

强林草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完善林草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体现林草碳

汇价值的精准补偿机制以及完善能源政策和推动生态产品应用等5个方面加大工作力

度，期待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以“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主题，全面介绍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

施和安排部署，提出要充分发挥林草碳汇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重要作用，统筹国内

外两个大局，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团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务实推动全球向绿色

低碳、气候韧性社会的公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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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碳汇基金荣获中国慈善榜·年度榜样基金会

5月18日，第二十届（2023）中国慈善榜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正式发布。中国

绿色碳汇基金会荣获第二十届中国慈善榜“年度榜样基金会”。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喜获中国慈善榜“年度榜样
基金会”殊荣

2023年5月18日，第二十届(2023)“中国慈善榜”正式发布。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荣获“年度榜样基金会（公募）”，“美团外卖青山公益专项基金”获得“年度慈善项

目”。同时祝贺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公益合作伙伴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

众汽车集团（中国）、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荣获“年度慈善企业”，安利（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航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等荣获“年度慈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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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出席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并主办
“数字化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研讨会

5月20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机构主办的2023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在湖北

省武汉市开幕，本届峰会以“数字向新 共益未来”为主题，聚焦互联网公益的经验共

享及发展探索，让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更加普惠、可持续及开放。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理事长徐光出席峰会，并作为峰会轮值机构代表启动互联网公益慈善“中国样

本”开放研究计划。

5月29日，全国林业和草原科技活动周分会场“古树名木保护·科技成果推介”活

动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开幕，全方位展示古树名木科学健康诊断、安全

评估、复壮技术等新科技、新产品，让古树名木“老有所养”。北京绿化基金会作为

参展单位参加了展出。

此次“古树名木保护·科技成果推介”活动突出政府“搭台”力促“产学研”结硕果，

聚集了古树健康保护国家创新联盟、京津冀古树保护中心等近40家活跃在古树保

护一线的单位参加，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京津冀等地古树名木保护复壮新技术、新

产品、新理念。

“古树名木保护·科技成果推介”活动在北京市园
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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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化基金会主办的“京华古树风采影像展”亮相展厅，来自全北京16个区的

古树照片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全方位展现了古都古树的风采，吸引了众多参展观

众的眼球。同时展示的公益项目、专项基金、文化活动、文创产品等主题宣传简单

扼要介绍了北京绿化基金会这几年在古树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

活动期间还邀请行业专家、企业代表举办专题论坛，针对古树名木保护新理

念、新技术、新材料等开展研讨，不断探索和解决古树名木保护中亟需解决的问

题，科学守护古树名木。



12

“鲟梦中华长江有鱼”第二届湖北数字公益节科学放流活动
成功举行

5月19日上午，在汉口江滩CCF长江大保护公益放流站，“鲟梦中华 长江有鱼”第

二届湖北数字公益节科学放流活动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湖北省慈善总会、清华五

道口金融EMBA2014春季班、国强公益基金会、CCF共同主办，阿拉善SEE长江项目

中心、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奥山公益承办，腾讯公益、碧桂园服务、中国邮

政集团武汉江夏山海救援队提供支持。活动吸引了来自政府部门、企业、公益组

织、志愿者100多人参加，现场共放流中华鲟近千尾。

在启动仪式上，CCF执行理事长邬剑刚介绍了CCF和“长江有鱼”项目的情况。国

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翀、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4春季班班委沈飒致辞。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理事长危起伟介

绍了中华鲟保护的科普知识。大家还共同为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成立一周年雕

塑揭牌。

作为活动主办方之一，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4春季班认养了26尾中华鲟，

近70名同学和家属从全国各地来到武汉，通过参观长江公益放流科普展厅，观摩中

华鲟注入PIT芯片的过程，并亲手放流中华鲟。爱心捐赠者还获颁了刻有认养PIT标

号的专属中华鲟木雕和长江保护大使证书。

未来，CCF也将继续携手更多社会力量，为生命长江的生生不息而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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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近日公布评奖结果，由华泰证券和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联合出品，缤纷自然承制，取材于华泰证券“一个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公益项目代表性案例的《一个长江 万象生机》纪录片获得“知识类二等创优作

品”。 华泰证券于2018年创设“益心华泰 一个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项目，基于科

学研究和社区参与，聚焦长江流域保护生物多样性，以ESG为纽带促进生态保护与

资本市场的对话协作，通过公民科学行动影响更多公众参与，推动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该纪录片取材于“一个长江”项目在长江源头青海玉树、中游湖北武汉和入海

口上海的典型案例，以狼、青头潜鸭、貉等野生动物切入，展现了政府、社会组

织、企业和公众等多方携手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无限可能。本届电影节短视

频单元以“短视频里的文化与文明”为主题，关注国际短视频领域的前沿创作，展现

“视频共创、全民共享”的国际影视发展新生态。

《一个长江》纪录片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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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 近照曝光！梅沙的神奇动物竟有这么多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显得尤为特别。为了纪念6个月前达成的“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督促各国将协议落实到行动，联合国环境署

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从协议到协力：复元生物多样性”（From Agree-ment to Action:

Build Back Biodiversity）。

复元生物多样性的第一步，是充分了解我们身边的生物资源。在深圳梅沙，就

有这样一支调查小队，正在对当地社区的野生生物进行摸底调查。

梅沙是深圳市典型的滨海社区，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化的生境类型，

是大量动物类群的重要栖息地，却常年直面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为了综合评

估梅沙片区完整的生态服务功能，尤其是生态系统完整性、各类生物栖息地范围和

连通性等，2023年，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刘阳教授团队开展了动

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项目。

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2023年《梅沙碳中和社区动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及

评价——第一季度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简报》正式出炉！《简报》中显示，2023年1

月至5月，中山大学联合调查团队完成鸟类调查6次，两栖爬行类调查及淡水鱼类分

别调查1次，安装10台红外相机及5台声纹监测设备，调查共记录到108种鸟类、9种

哺乳类、6种两栖类、14种爬行类、9种淡水鱼类，可以说收获满满。

了解更多梅沙碳中和社区中的神奇动物：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近照曝光！梅沙的神奇动物竟有这么多

精彩项目汇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兴公益生态保育专项基金
揭牌暨森林经营碳汇试点项目正式启动

5月21日下午，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兴公益生态保育专项基金揭牌暨森林经营

碳汇试点项目启动仪式在伊春森工集团举行。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刘家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刘雷强、伊春市副市长刘今、

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杨公伟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为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中兴

通讯公益基金会向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捐资，设立中兴公益生态保育专项基金，支

持森林生态保育、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增汇减排公益倡导活动等，助力中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支持社会公众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

的认知，共筑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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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建会三十周年系列活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
“云南省青少年生物多样性科普读物”发布活动成功举办

5月22日，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共同举办的2023年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云南省青少年生物多样性科普读物”发布活动在云南师范大学实

验中学附属小学举办，活动得到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的支持。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理事长徐光、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督察专员李国墅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副秘书长房志出席活动并参加赠书仪式。云南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主任

任泽林、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企业品牌经理刘熠、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附属小

学执行校长孟玉萍，以及昆明市中华小学、明通小学、盘龙小学、经开区实验小学、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附属小学一百二十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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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5月26日，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德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齐河县委、齐河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绿色生活中国行·山东站启动仪式暨环保影像博

物馆（山东馆）揭牌仪式在齐河县举行。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刘春龙，山东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侯翠荣，德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苑衍刚，齐河

县委书记孙修炜，杭州市、常州市、苏州市等地生态环境局领导、央视网、中国环

境报等媒体及企业嘉宾代表参加活动。

绿色生活中国行·山东站启动仪式暨环保影像博物馆
（山东馆）揭牌仪式在齐河县举行

2023年小豚大爱小额资助项目评审会顺利召开，
14家伙伴获得资助

5月 11 日上午，

CCF“小豚大爱”项目复

评会在东湖磨山CCF自

然教育基地召开。来

自武汉、襄阳、上海、

镇江、南京 、重庆等

省市的多家伙伴通过

线上及线下方式参加

了此次评审会。

会议评审专家组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危起伟研究员（线上）、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郝玉江副研究员，CCF副理事长王利民、理事王大林、

青头潜鸭项目部长陈新洲，阿拉善SEE长江项目中心会员谢景斌等8位专家组成，

专家组从筹款规划清晰度、项目方案匹配度、项目可执行性和其他加分项四个维

度对参与的伙伴进行了全方位考量，最终14家伙伴通过评审，获得CCF2023年“小

豚大爱”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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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CCF“渔民驿站”亮相第六届渔博会，“暖心行动”受各方肯定

5月12日，第六届中国国际现代渔业暨渔业科技博览会今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

中心正式开幕。作为长江“十年禁渔”大背景下，农业农村部退捕渔民帮扶的“暖心行

动”，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和上海长鱼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起的

“渔民驿站”项目，在中国渔业协会、安徽省渔业协会、上海长鱼长江水生生物保护

基金会、阿拉善SEE江淮项目中心的支持下，首次亮相渔博会，受到各方关注。

国务院参事、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于康震率中国渔业协会会长赵兴武、水产推

广总站副站长胡红浪、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汤洋、安徽省渔业协会会长陈静宏

等领导，莅临CCF“渔民驿站”展台，听取了CCF副理事长王利民对渔民驿站项目的介

绍，与参展的宜都白水港渔民驿站李春梅书记、仙桃张沟渔民驿站尹胡涛镇长亲切

交谈，详细询问了渔民退捕转产的情况。

于康震充分肯定了渔民驿站项目的积极探索，希望CCF坚持把协助渔民探索替代

生计这件事做好、做实、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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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项目汇

SEE基金会携手多元力量打造“零废弃社区”

5月12日，SEE基金会携手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伙伴共同举办了一

场社区零废弃建设交流活动，旨在号召广大社区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一同践行“零

废弃”生活理念，为绿色生活添彩。

本次活动邀请到北京市民政局领导及社区垃圾治理议题相关专家分享交流， SEE

基金会希望撬动政府、社会力量、社区力量和企业，共同努力参与构建零废弃社区。

未来，SEE基金会也将持续面向学习、办公等不同场所，通过试点探索、培训赋

能、网络培育，以政策法规完善、零废弃社区建设、公众互动参与等行动形式，带动

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努力成为遍布全国的零废弃先锋。

活动现场

国际博物馆日｜万科基金会泰裤辣！
这些博物馆们都变“绿”了

艺术、建筑和设计都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构建美好生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离

不开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支持。

5月18日是2023年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 ”

（Museums,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国际博物馆协会表示，人类共同面对的气

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广泛的环境问题，需要全球文化与艺术机构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随着人们对环境议题的持续关注，未来将有更多博物馆在构建美好生活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链接艺术、科技与每一个人的纽带。在国际博物馆日，

让我们一起云游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看看最新的绿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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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精彩项目汇

聚焦长江源，秀生态多姿 | 2023三江源·沁源行动启程

2023年5月5日，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联合利华沁园品牌、三江源生态保

护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三江源·沁源行动”在青海西宁举行2023年项目启动仪式。青海

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郭臻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徐光、副

秘书长王振刚、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赫万成、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任永禄、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安世远、联合利华水和空气健康

要素品类中国区总经理潘诗阳、来自三江源57个生态村的近80位生态管护员出席启

动仪式。

更多信息详见：
国际博物馆日｜泰裤辣！这些博物馆们都变“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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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精彩项目汇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组织开展COP15碳中和林揭碑及探访活动

5月23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昆明市西山林场举办COP15碳中和林揭碑及探

访活动，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一级巡视员朱广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徐光、副秘书长房志出席。云南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主任任泽林，昆明市林业

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继帅，昆明市西山林场党总支书记、场长王昌洪代表

COP15碳中和林建设的相关单位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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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报告｜2022年度100城市垃圾分类指数评价发布

垃圾分类对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有着重大意义，也是建设零碳

社区、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的重要抓手。为科学评估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

识别关键问题，发现最佳实践，协助城市管理部门完善垃圾分类管理机制，万科

公益基金会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在中国环境记协的指导下，于2020年联合

发起了“随手拍点亮小区垃圾分类”活动。

2022年，在技术支持机构绿色江南、多地社会组织及志愿者、数据调查机构

和广大蔚蓝地图用户的参与和支持下，垃圾分类随手拍数量和质量有了显著提升，

累计垃圾分类随手拍从5万多条增加到14万多条，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从2021年

的315个扩展到335个，累计覆盖小区从2万7千多个增加到9万3千多个。

2022年随手拍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不但使更多城市纳入垃圾分类指数

（Garbage Sorting Index, 以下简称GSI）评价，也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

报告解读详见：

独家报告｜2022年度100城市垃圾分类指数评价发布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中摩太湖蓝藻水华项目专题研讨会在无锡举行

2023年4月18日-21日，中摩合作太湖蓝藻水华—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与示范项

目二期之“蓝藻水华及水生态监测技术”研讨会在江苏无锡举行。研讨会在蓝藻水

华及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宣传教育基地—无锡博物院举行了开幕仪式，并在无锡博

物院太湖展厅举行了“蓝藻水华及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专题展。摩纳哥阿尔贝二世

亲王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石应瀚先生、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徐光、

副秘书长房志、江苏省无锡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张虎军、江苏省无锡环境监测中心、

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巢湖管理局环境保护监测站、无锡中科水质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和江苏宏众百德生物科技公司等23家单位的领导和代表参加了相关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51863&idx=1&sn=28f51066a6b5b6a8d937fda5bc7507d4&chksm=fc894da0cbfec4b604431be10715a0228b1213218f445ab1f1fa1aa494117c08adde9b801bff&token=43835098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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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刘春龙秘书长一行赴河北隆化考察
“茅荆坝镇老局子村无责任主体矿山迹地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

完成情况

5月8日下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刘春龙秘书长和王振刚副秘书长对“环境公益诉

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支持的“隆化县茅荆坝镇老局子村无责任主体矿山迹地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进行中期考察。

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减少水土流失、恢复

水源涵养功能，使项目区“变废为宝”，产生显著的生态环境效益，推动该区域整体生

态质量不断实现新提升。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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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信息

“渔民驿站”项目开放申请

在农业农村部长江办的指导下，上海长鱼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基金会

和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共同发起的长江大保护“渔民驿站”项目

开放2023年项目申报。项目以退捕渔民转产为导向，公益基金引导，

政府力量支持，市场机制匹配，最终形成退捕渔民转产和渔文化传承

的双赢局面，以促进和带动更多的渔民就业，保障长江全面禁捕的成

效，促进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的有序发展。将从直接资金资助、企业

家和专家资源、培训及行业交流、公募筹款支持四个方面进行支持。

详情请点击：https://mp.weixin.qq.com/s/7PMbJrYxx8Z-diIPAPYgyA

https://mp.weixin.qq.com/s/7PMbJrYxx8Z-diIPAPYg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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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第二十八期沙龙圆满结束|中国-东盟气候变化行动
合作案例

2023年5月19日，在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同的威胁这一背景下，CEGA第28期沙

龙基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视角，邀请了三位嘉宾分享他们所在的社会组织在东盟地

区开展气候变化行动合作的案例。他们分别是，亚洲气候行动者组织（PACS）创

始人及总干事王晓军先生、北京市朝阳区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高级项目官

员陈韵竹女士、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气候伙伴项目总监乔峰。沙龙还

特邀到了社区伙伴（香港）北京代表处项目主任田蕾女士参与圆桌对话。

王晓军分享了PACS通过多个传播项目帮助菲律宾在内的多个东盟国家受益于

“绿色带路”项目和“绿色能源转型”行动的案例。陈韵竹指出了GEI正在通过政策影响、

东亚-东南亚社区保护网络建设、推动社区参与保护及红树林保护公众教育等保护

策略。乔峰分享了智渔去到菲律宾渔村和相关NGO组织参访，特别是对当地渔民

群体致贫的主要原因和当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复杂性的观察。

在圆桌环节四位嘉宾的分享充满了对他者的尊敬。其中田蕾女士强调了，当我

们藉着一个环境项目进入作为综合的整体的社区，应当思考如何在互动中理解他人

的处境以及如何一起工作。

主持人表示，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相互支持、对彼此有益的合作关系以及健康的

发展态势，从行业国际化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理念，或对于个人和组织，

都是重要的体验和感悟。沙龙就此圆满结束。

CEGA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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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

坐标云南的“云山保护”是国内唯一专注于保护长臂猿的公益机构，

由国内有着丰富经验的灵长类专家学者、灵长类保护项目主管、自然

摄影师等人共同创立。工作包括野外调查监测、社区保护和公众科普

宣教。我们以保护长臂猿等中国的濒危旗舰物种为突破口，进而保护

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西南森林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云山已坚持了六年的野外调查监测和科普宣教，为相关保护区和林草

局合作伙伴提供了长臂猿保护的科学依据及保护建议，并为公众提供

了大量长臂猿科普优质活动和内容。



责任编辑：赵文娟

联系电话：18600166565

邮箱：wjzhao@ge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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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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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

益基金会，华泰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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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