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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编者按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悄然间2023年已走过我们的生命。在过去的一年中，

CEGA简报又为大家呈现了十一期简报，除了向公众传播CEGA伙伴们在各自领

域的鲜活动态外，还介绍了11家优秀环保NGO，推介了8个项目招募计划、3次

人才招聘信息，以及8期CEGA沙龙。希望这一年CEGA简报的宣传，能够让更多

人关注环境领域，参与环境工作。

本期简报的热点聚焦板块，我们将重点向大家展示CEGA伙伴在2023年《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的工作。各机构通过主

题边会、发布会、展览等形式，在国际舞台发声，展示成果。

项目进展方面，本期简报我们将看到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

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北京绿化基金会、湖北省长江

生态保护基金会和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项目最新动态。本期项目资

助信息，万科公益基金会“绿益计划”（二期）正在寻找合作社区。本期CEGA沙

龙，“她”声音传播达人亮相COP28。本期优秀NGO，我们将介绍的环境公益“新”

力量入选机构是：极地未来（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更多精彩信息，请查看本期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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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4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CEGA成员伙伴中华环保联合

会与能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COP28中国角边会上发言，强调社会组织参与应对气候

危机的重要性。

他表示，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中，并发挥作用极其重要。应对气候

危机，除了政府的作用之外，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而实现“净零排放”，需要

彻底和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包括在经济、社会、能源和环境等领域的变革。社会组

织等民间力量在改变消费和生活方式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

才有希望推动改变。

快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
COP28中国角强调社会组织参与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性

11月30日至12月12日，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

（COP28）在迪拜世博城召开。阿拉善SEE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带领企业家，组织

中国和国外的社会组织与机构深度参与，共商环保公益组织与企业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的贡献，共同探讨形成更大合力，推进全球气候目标的落实。

12月8日，由阿拉善SEE主办的“合力应对气候变化——环保公益力量与商业创新

解决方案”边会在COP28蓝区中国角成功举办。

阿拉善SEE举办环保公益力量与商业创新解决方案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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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SEE在COP28期间参与和举办了系列活动，围绕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协同

治理、青年气候领袖培养、中阿气候行动合作、塑料污染理与应对气候变化协

同、低碳消费与绿色供应链等主题，与国内国际合作伙伴展开交流，并于联合国

官方新闻发布会上正式面向全球发布“气候同行者”项目。

阿拉善SEE举办系列活动，正式发布“气候同行者”项目

迪拜之行结束，一起来看看零仔的“出行手记”吧！

12月13日，COP28主会场的谈判终于结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正式在阿联酋迪拜闭幕。

12月1日-3日，在位于UN展览区的万科公益基金会展位，一系列展示中国民间

气候行动成果的展览正式铺开，通过多媒体沉浸式策展的形式，立体展示了万科

公益基金会故宫零废弃项目、珠峰雪豹保护项目以及梅沙碳中和社区的诸多成

果。

12月9日，在生物圈三号解决方案馆，“遇见梅好”——梅沙碳中和社区展快闪

活动成功举行。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秘书长谢晓慧及工作人员们向大家

介绍梅沙社区的故事。巨大的立体折纸模型、视频、图片、发声装置等多种形式

共同呈现山海之间的梅沙社区，让现场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般地感受梅沙碳中和社

区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

12月9日，在生物圈三号解决方案馆举办的《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健康》

边会活动现场，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黄存瑞和纪思翰等专家现

场探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健康风险。

12月10日，在UN场馆举办《如何解决食物的浪费？基于社区的行动和创新》

边会。本次边会，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樊胜根作为嘉宾与来自美国，英国和印度等国的伙伴现场交流。

12月11号上午，在两场企业界边会《企业零碳加速度——中国实践与全球展

望》和《企业零碳科技创新：原动力与全球机遇》上，大家一起探讨企业在全球

气候治理中能发挥哪些重要作用。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和国家

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分别致辞。

下午，由万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社区主题边会《全球气候行动的公众参与》在

中国角召开，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院长

陈冯富珍作为嘉宾致辞。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谢晓慧在边会上发布了由万科公

益基金会支持野生救援开发的《公众气候行动手册2.0》以及万科公益基金会与联

合国人居署代表中国办公室合作的重磅报告《未来城市顾问展望2023：数字创新

赋能城市近零碳转型》，梅沙碳中和项目作为深圳市盐田区数字能源社区的降碳

实践案例中的社区实践经验成功入选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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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大会闭幕，但万科公益基金将继续深耕中国城市社区气候行动，力求提升

公众对气候脆弱性的认知、推动减碳技术跨界创新、营造减缓与适应协同并进的社

区样本。

向世界讲述中国博物馆的“绿色”故事

5

2023年11月30日，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

大会（COP28）在迪拜世博城盛大开幕。故宫博物院与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

“故宫零废弃”项目在大会中国角亮相，向世界生动展示中国文旅文博行业绿色低碳发

展成果。

12月11日，以“全球气候行动的公众参与 （Tackl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with

community actions） ”为主题的边会在中国角举行，故宫博物院行政处处长赵怀军发

表了题为《直面气候挑战 创建绿色故宫》的主题演讲。他表示，“故宫零废弃”项目

是中国文旅文博行业回应气候变化挑战的一次尝试。2020年1月16日，项目由故宫博

物院与万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采用科学精细的废弃物管理方式，持续追求“将填

埋/焚烧处理方式的垃圾减少至无限趋近于零”的美好愿景。

COP28期间，在UN展区及中国角一隅独具东方色彩的“故宫零废弃”展览吸引大

量与会者驻足。三张“中国风”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故宫零废弃”项目内容，故宫

文物、古建筑、环保文创古今交汇的“零废”巧思。一部名为《红墙绿景——“故宫零

废弃”的清洁美丽世界》的中英文双语视频，娓娓讲述四年来的探索历程，记录了故

宫博物院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持续积累。

COP28现场UN展览区Booth 5万科公益基金会展位

更多详情请见：

COP28回顾 |迪拜之行结束，一起来看看零仔的“出行手记”吧！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67335&idx=1&sn=6d1ad8af22856c29a2984bcef010debc&chksm=fc888130cbff0826f64635ff7088508e29b93abb0c359d8efcbb39d9388eaaf2c956d673219e&token=62583737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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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同期，故宫博物院正式发布了《零废弃博物馆行动指南》，系统阐述博物

馆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场景、人群、项目、进程四个维度在博物馆中展

开“零废弃”工作的路径。该指南的发布，为各文旅文博机构提供了一个基本范式，

对文旅文博行业环境影响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更多详情请见：

COP28｜向世界讲述中国博物馆的“绿色”故事

“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中国林草领域在行动”
主题边会在中国角成功举办

12月4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主办，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等

机构承办的“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中国林草领域在行动”主题边会在中国角成功举办。

从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加强林草

碳汇制度和能力建设、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全方位分享交流近年来我国林草

部门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着力提

升碳汇能力采取的主要行动、取得的成效及下一步工作考虑。生态环境部气候司领

导到场致辞，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金公益基金

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等机构代表分别作了主题发言。此次边会是宣传

推介中国林草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成就、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机，与会

嘉宾通过深入交流、探讨和谋划，共同分享了林草碳汇创新发展的良好实践，为深

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贡献更多的林草智慧和力量。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67118&idx=1&sn=22a4ac7422e0499b666547858bd5a37b&chksm=fc8881d9cbff08cfb9ffb7475ff2c5698828f7b5a9e4773c1a07cca143c7038af569f3131915&token=62583737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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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益相关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主题边会在中国角成功举办

12月6日，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多利益相关

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边会在中国角成功举办。边会旨在展示我国在生态

保护修复、林草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取得的成就，邀请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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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探讨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讨论如何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行业合作和全球协作，共

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增效。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

（CCF）分享基于自然的长江解决方案故事，认为公众参与和多渠道多层次气候

筹融资、共抓长江大保护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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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30日下午，在迪拜COP28中国馆全球气候行动与科技创新中心，

“零碳长江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纪实报告发布会成功举行，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

会（CCF）副理事长王利民、监事长潘南玲出席发布会。

此次发布的《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纪实2023》，以长江流域不同类型的企业为研

究对象，全面梳理了企业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实践方面的做法，提出双碳背景下地

区管理与政策建议。

该报告的发布，向全球讲述了中国长江经济带企业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的故事，

同时，对于探索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企业零碳转型模式，提升长江沿线地区和企业

的绿色低碳发展能力，率先实现双碳目标均有着积极的意义。从2019年CCF联合中

环联合认证中心启动“企业绿色发展纪实”项目以来，已累计收集绿色低碳发展案例

43个。

“零碳长江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纪实报告在
COP28发布

气候变化教育与青年实践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12月3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联合主办，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支持的“气候变

化教育与青年实践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主题边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第28届缔约方大会(COP28)中国角顺利举办，会议邀请了青年代表、智

库代表、企业代表以及国际组织代表与会，交流青年如何发扬创新精神，参与气

候治理实践，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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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独特作用

12月3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简称“中国民促会”）主办，环境

资助者网络（CEGA）以及万科公益基金会协办的“女性与气候变化”主题边会在

COP28中国角举办。会议从女性视角分析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并与国际

社会交流如何进一步发挥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作用。会上，中国民促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香奕发布了中国环境公益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她”故事集。故事

集收纳了中国19位环境公益领域杰出女性的动人故事，包括“她”们多姿多彩的环境

公益经历、参与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独特智慧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担当。中国

民促会将继续培育环境公益领域女性领导力发展，为更多女性带来激励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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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力量为全球水稻温室气体减排贡献“强”力量

12月3日上午，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与一家创新型企业——北京耕天

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COP28联合国新闻发布厅举办主题为”’基于微藻技术的水稻

温室气体减排创新应用”的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主要分享了微藻技术在水稻种

植领域中实现增产增收、改良土壤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的作用以及该技术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

应对气候变化，“她”力量在行动

12月8日上午，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简称“中国民促会”）携手国

际清洁能源创新机构New Energy Nexus在COP28蓝区UN展位举办“中国气候领

军人物案例交流活动”，活动邀请深圳诚信诺科技创始人、向阳新能源CEO李霞

莅临展位交流。清洁能源也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领域之一。近年来太阳

能、风能发展迅速，像李霞这样的在非洲通过太阳能户用光伏设备支持非洲发

展的企业家具有典型性。无论是通过像New Energy Nexus为李霞拍摄的人物纪

录片，还是中国民促会的“她故事”案例集，都是希望通过企业家的个人故事来向

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新增长故事，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真实的中

国。该交流活动受到了大会参与者的关注与驻足，众多来自非洲国家的伙伴与

王香奕秘书长及李霞展开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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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联合能链智电发布
“社企融合在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倡议”

12月8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简称“中国民促会”）与能链智电在

COP28联合主办“社企融合在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倡议”新闻发布会，中国民促会

秘书长王香奕、联合国全球环境“科学、政策、商业论坛”（UN SPBF）秘书处主任

Shereen Zorba、迪拜商会资深顾问Rashid Deloh、能链碳中和事业部总经理翟宇

博等联合国机构、社会组织及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发布会。作为本次发布会的重要

环节，能链智电首先面向全球发布了中国在碳普惠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2023碳普惠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这是中国乃至全球首部以产业

参与及用户行为分析为主的碳普惠领域白皮书，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实现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带来中国实践与思考。此外，中国民促会和能链智电联合发

布了“社企融合在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倡议”。双方希望借此次 COP 28 的契机，

将来自企业的实践经验与社会组织的优势相结合，为加快实现企业与社区的互利

共赢，推动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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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教育与NGOs行动

12月10日，为了进一步呼吁并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

合作，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在联合国新闻发布厅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气候变

化教育与NGOs行动”的新闻发布会。此次发布会汇集了来自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以

及国内环保领域的杰出专家和实践者，共同展示了实际案例并发布了项目成果，以

探讨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和未来发展方向。本次新闻发布会为社会

组织提供了一个跨界合作的沟通平台，同时也展示了不同领域社会组织在气候变化

教育和行动中的具体项目和创新实践。

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中国民促会查看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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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12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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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发起的环保公益现状大摸底年终发布与研讨会上，正式发布2023中国环保公益

组织名录和《2023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报告》。据悉，这是“中国环保公益

组织现状调研”项目连续第二年发布名录与报告。

《2023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报告》正式发布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生态学教授张立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易善数据等机构合作，在国

际期刊《保护科学与实践》（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发表名为《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慈善资金趋势与动力》（Trends and dynamics of philanthropic

funding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的文章。

SEE基金会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全景
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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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世界土壤日｜脚下的力量，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减碳之旅

你知道吗？尽管看起来“土土的”，土壤却是地球上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资源。

我们吃的食物有95%左右来自土壤。健康的土壤能够净化、排出和储存水分，

是地球上生命存在的根基。它还是重要的碳汇，帮助我们适应气候变化，提高抵

御干旱、洪水和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

为了提醒大家珍视土壤，每年的12月5日被定为世界土壤日。明天即将迎来

2023年的世界土壤日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土壤和水，生命之源”，以宣传健康土壤

的重要性，倡导土壤与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2020年，万科公益基金会与良渚自然学堂发起了“良土有趣”项目，旨在在农园

的基础上将有机垃圾处理、生态种植和自然教育做深度结合，让参与者可以通过

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学习和体验自然科学和大自然循环的魅力。

在深圳梅沙碳中和先行示范区万科中心的屋顶，万科公益基金会以改良土壤为

起点，在4年的时间里，逐步形成了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近零碳花园。通过持

续的生态监测，花园内有近120种植物及20余种传粉昆虫、27种鸟类在此栖息，形

成以植物群落空间+传粉昆虫+鸟类为主的城市屋顶光伏绿化小微生态系统。

不管在什么语言里，土地都与家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上也正是这些毫不起眼

的土壤，默默地守护着地球，守护着人类的家园。

土壤看似用之不竭，实则取之有尽。不如让我们一起从小事做起，认真做好垃

圾分类，有余力的话还可以在家中尝试厨余堆肥，用一点一滴的行动，来呵护土

壤——我们的地球好伙伴。

万科中心屋顶花园 © 万科公益基金会 万科中心屋顶的分布式光伏系统与绿化
相结合 © 万科公益基金会

更多详情请见：

世界土壤日｜脚下的力量，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减碳之旅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66553&idx=1&sn=8cbd5c99eacea838ec6aa90402037315&chksm=fc88820ecbff0b188311106163bacec9e812643bdcdbc5993f4d133b21849bde98d4a1e380a8&token=62583737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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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林草生态帮扶专项基金2023年帮扶项目
通过专家评审和帮扶基金执委会审议

2023年12月12日，中国绿色碳

汇基金会（林草生态帮扶专项基金

项目管理办公室）召开林草生态帮

扶专项基金（以下简称帮扶基金）

2023年帮扶项目专家评审会和专项

基金执委会会议。专家组听取了

精彩项目汇

“第一届国家公园治理体系研讨会——国家公园
多方参与关键制度建设”在京召开

12月18日，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战

略咨询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

究院、《国家公园（中英文）》期刊、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国

家公园治理体系研讨会——国家公园

多方参与关键制度建设”在北京召开。

研究探讨了中国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

面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特色现代化

建设背景下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建设的

战略定位和方向路径，以及如何通过优化多方参与制度，形成国家公园多方共建共治

共享的有效机制。研讨会的召开为多方参与的中国国家公园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和实践经验，有助于推动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公园体系，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贡献智慧。

《2023年独山县海花草产业提质增效帮扶项目》《2023年察隅县下察隅镇拉丁村猕

猴桃高标准种植示范项目》等六个定点帮扶县申报项目基本情况的汇报。专家经评

审认为，本次申报项目符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林草生态帮扶专项基金管理

办法》相关要求，拟建设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当地林草特色产业发展，辐射带

动脱贫户、监测户和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专家组原则同意6个项目通过评审，建议

修改完善后尽快按程序报批立项。会议强调，各县要坚持目标导向，强化利益联结，

把好建设用地关、建设内容关和实施监管关，确保项目有序实施，建设好，运营好，

取得预期帮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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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北京绿化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圆满召开

12月16日上午，北京绿化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西城区双秀公

园圆满召开。

会议由秘书长王棠同志主持，审议并通过了理事长杨树田同志所做的《北京绿

化基金会2023年工作报告和2024年工作安排》、副理事长荣誉同志所做的《北京绿

化基金会2023年财务工作报告》，听取了监事长王春玲同志所做的《北京绿化基金

会2023年监事会报告》。

会上还审议并通过了增补王开勇同志、康岩同志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北京绿化基金会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离不开理事、监事的履职尽责和奉献参

与，会上本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参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杨忠岐和理

事长杨树田为2023年度优秀理事石春鸿、赵玉斌、张荣菊、许福、黄建华颁奖。

理事长杨树田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即将过去的2023年，各行各业均在快马

加鞭，在党建引领方针指导下，经过本会全体理事、监事和工作团队的团结一心，

多方面工作均取得了突破，本会的年度总收入也再创历史新高，展示了本会强劲的

发展势头。

全体理事、监事以及出席本次会议的往届理事一致表示将继续发扬本会光荣传

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紧紧围绕首都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需求，充分

发挥本会公募基金平台优势，通过多方合作拓展资金募集渠道，推动公益绿化事业

加速发展，为基金会再创辉煌而砥砺前行，为首都生态建设奉献基金会的力量和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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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沉湖公益保护地正式上线
蚂蚁森林

12月11日，沉湖保护

地正式上线蚂蚁森林，

成功开辟社会公众参与

沉湖湿地保护的新途径。

沉湖保护地位于武汉市

蔡甸区，是一片坐落于

城市郊区的国际重要湿

地，也是如今江汉平原

上最大的淡水湖泊沼泽

湿地，栖息着青头潜鸭、

长江十年禁渔退捕渔民转产就业优秀案例交流会成功举办

12月21日，在上海成功举办“长江十年禁渔退捕渔民转产就业优秀案例”交流会，

专家们对项目案例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建议。湖北省长江生态

保护基金会（CCF）向与会专家介绍了汇丰长江十年禁渔退捕渔民替代生计项目的

进展和规划，专家们对项目的理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项目为解决渔民公正转

型提供了方案，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以休闲垂钓为主体的长江流域休闲渔业的发展，

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中华秋沙鸭、白鹤等珍稀鸟类，被誉为湿地水禽遗传基因保存库。沉湖保护地是

湖北省第一个蚂蚁森林保护地，同时也是首个蚂蚁森林湿地类型保护地，将通过

开展巡护监测、团队培训、公众宣传和社区发展等一系列公益保护地保护行动，

为沉湖保护地的生态保育、合理利用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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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项目汇

SEE基金会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推动环保公益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0月20日，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下简称：SEE基金会）携手麦肯锡管理咨

询公司，共同发布了“SEE基金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下简称：战略）。

这一战略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民间组织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迈出了新的

步伐，对于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实现双碳目标是

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环境永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四川森林经营和城市生态系统碳汇创新项目阶
段性成果专家评审会在成都成功召开

2023年12月26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在成都组织召开四川森林经营和城市生

态系统碳汇创新项目阶段性成果专家评审会，对《四川省森林经营碳汇发展优先

区规划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和《森林经营碳汇发展优先区评估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进行了评审。通过评审，专家组认为，《报告》对四川省

森林碳储量现状进行了评估，预测了未来森林经营碳汇潜力，构建了森林经营碳

汇发展优先区评价指标体系并划分了发展优先区，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指导性；

《指南》明确了森林经营碳汇发展优先区评估的术语、定义、评估原则、评估范

围和评估流程等内容，对森林经营者开展森林经营碳汇发展优先区评估、制订森

林经营碳汇发展策略，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专家组一致同意《报告》和《指南》

通过评审。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背景下，项目成果摸清了四川森林经营碳汇家

底，确定了森林经营碳汇发展优先区域，编制了森林经营碳汇发展优先区评估指

南，不仅为四川省进一步发展森林经营碳汇提供了指导方针和具体行动计划，也

为其他地区更好地规划、管理和开发森林碳汇资源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对充分

发挥森林经营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具有积极的前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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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项目汇

应对气候变化与企业家社会责任沙龙

12月9日，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等单位承

办的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应对气候变化与企业家社会责任沙龙”在江西南昌举行，

以“打造绿色鄱阳湖 助推零碳长江”为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聚智谋策。来自相关

部门、组织单位领导代表、双碳领域相关专家以及相关环保社会组织代表等130余人

参加活动。CCF理事、长江中心副主席侯进在会上以《零碳长江，助力企业参与气候

变化》为题，介绍了以“零碳长江”为核心的企业绿色发展相关项目思路和成果，分享

了CCF在双碳政策和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双重背景下，通过城市转型、企业行动和校园

零碳三条路径推动更多的企业响应低碳发展，完成绿色转型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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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回顾｜“息壤学者支持计划”第二期中期交流会在北京举办

2023年12月9日，由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

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与沃启公益基金会联合主持的“息壤学者支持计划”第二期项目中期

交流会在北京举办。

项目专家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晓毅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博士，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

师陈阿江教授，《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室主任章诚老师，联合国

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责任教授、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浙

江）院长杜欢政教授，万科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项目总监刘源博士，北京沃启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付涛分别线上和线下参会。

交流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怡然主持。在为期一天的会

议中，9位受资助的青年学者报告了研究进展和研究发现。项目专家团队就息壤学者

的研究进展和汇报内容提出建议。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更多详情请见：

活动回顾｜“息壤学者支持计划”第二期中期交流会在北京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67342&idx=1&sn=02d3d9229f8d5aa3562874b181e63923&chksm=fc888139cbff082fa42283d53d1959ec0d8ae5675c5ed829501b919e046914d601dec76e61bf&token=62583737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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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万科公益基金会与南京大学(溧水) 生态环境研究院共同发起了两期“社

区厨余堆肥试点项目”。到2023年11月，试点项目一期、二期以及衍生出来的合作伙

伴已经在全国14省22市的60余个社区开展厨余堆肥，社区场景包括城镇居民小区、

农村、学校、办公园区、公园、农场和农贸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区堆肥处理

技术和管理模式在中国进一步推广，合作双方共同发起的“社区厨余堆肥平台”也已凝

聚了部分社区厨余堆肥实践者。

为支持更多的社区开展厨余堆肥，继续推动社区厨余堆肥平台的发展壮大，进一

步提升中国社区厨余堆肥模式的多样性和可复制性，扩大政策影响力，打造中国社区

厨余堆肥的国际影响力，项目现面向全国继续招募平台伙伴。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报名相关信息详见：

新朋友们看过来！社区厨余堆肥平台期待你的加入

新朋友们看过来！社区厨余堆肥平台期待你的加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67626&idx=1&sn=21817b0c655c33c9286598c190d825b1&chksm=fc888fddcbff06cb4dbeac967f36b84a6e9bb4e0a0ead9308763f666693d0f22d62b32cf4216&token=62583737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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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信息

“绿益计划”（二期）｜资助社区环境可持续发展议
题，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社区！

“绿益计划”（二期）｜资助社区环境可持续发展议题，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社

区！

据“深圳民政”网上信息，截至2023年6月，深圳共有共有677个社区，783个居

民委员会。

作为超大城市，深圳大部分社区拥有一些共性特点，如人口密度高、空间紧

凑……与此同时，每个社区在公共设施、交通、环境乃至文化、自治程度等方面都

存在不同的特点，让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绿色可持续发展，进而构建社区韧性的

能力存在差异。

如何让社区在狂风暴雨、气温骤降、病毒侵袭等突发情况下保持较好的应对能

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社区，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为积极响应无废细胞建设和安全韧性社区创建的相关要求，在万科公益基金会

的资助下，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院拟实施绿见社区·益创未来——深圳社区环境

可持续发展支持计划（简称“绿益计划”）第二期，在“绿益计划”（一期）的实践基

础上，将社区环境可持续发展议题聚焦无废细胞和韧性社区建设，进一步挖掘和

深耕典型社区，以探索源头减少社区废弃物的有效路径为出发点，结合气候变化

等外部影响，推动形成社区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助力社区增强社会资本，

搭建多元共治的绿色社区行动体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社区，总结输出“深圳

经验”。

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社区伙伴作为典型试点社区，和社会组织协同推进社区环

境可持续发展，欢迎感兴趣的社区报名。

报名条件及信息详见：

“绿益计划”（二期）｜资助社区环境可持续发展议题，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社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67820&idx=1&sn=acc3f85c55893929ef696c7cfcbbf9ae&chksm=fc888f1bcbff060d8c7fff310d767b9a9e80096bd0d2c75492f349772feb951cdf0cb8820c33&token=625837376&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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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沙龙|“她”声音传播达人亮相COP28

环境公益“她”项目（二期）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环境资助者网络

（CEGA）、万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于2023

年10月共同发起，旨在进一步推动环境公益领域女性领导力的发展。项目通过公开

招募选拔了四位第二届“她”声音传播达人，支持她们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参

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分享中国经验，

传递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间交流。12月26日下午， “她”声音分享沙龙线上举办，

并邀请四位“她”声音传播达人从不同视角分享自己在COP28上的见闻，展现了女性

青年在COP28大会上的思考、发声和领导力，期待未来她们能继续在各自的领域发

挥出不一样的力量。

CEGA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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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专栏

极地未来
（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

极地未来是中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关注冰川消融与气候变化应

对的公益机构。致力于钻取冰芯保留冰川记忆，并通过科学探险、公

民科学、科普传播等方式激励公众感受冰川壮美，从而自发践行气候

行动。创造多项“地球三极”科学探险世界纪录。在将近十年的工作中，

极地未来发展出了一系列创新、持续的公益项目，与科学家、政府部

门、当地社区、媒体、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各界建立了稳定而活跃的

合作；且持续在国际平台讲述中国冰川故事，参与国际冰川保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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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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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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伙伴

能源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