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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之星

云南农业大学——绿野社活动掠影

2016 年 12 月 4 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天，云南农业大学绿野社的环保志愿者们到西山区龙

江公园，与共青团昆明市委一起做环保法制与绿色消费的大型志愿者活动。

本次是共青团云南省委、共青团昆明市委、中共昆明市委目标管理督查办公

室、中共昆明市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在西山区龙江公园联合

举办“保护滇池同护碧水蓝天——青年志愿者在行动”2016 国际志愿者日社区

志愿服务活动。共青团昆明市委代表上台发言，在阵阵掌声中本次活动正式开始。

进行了热身运动后我们各高校 150 名学生一起完成 4.6 公里的志愿者环跑，

滇池有高原明珠之称，却没有高原明珠之实。主办方希望通过志愿环跑，让市民

们了解到环保重要性、必要性、共同性，我们保护滇池的决心，呼吁市民参与到

保护环境的行动中。

在活动中，绿野社的伙伴们以“多科普，少发宣传单；先科普再问卷”原则

开展活动。另外还有制作卡片飞机，奖励洗衣粉、环保袋、刷子，与居民一起涂

鸦等环节，吸引来了大波的居民加入活动中，小朋友吸引过来和我们一起动手制

作环保小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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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上也不忘法制宣传，绿野社的伙伴们每个人手中都有

两份宣传单，一份是环保法制，另一份是绿色消费，切合 2016 年法制宣传主题

的同时也符合环保宣传。在去科普前便对给社区居民科普的绿野社成员进行了两

次培训。最后 200 份问卷中收回 184 份有效问卷可进行分析。

在此次活动前，绿野社成员自己的学习使自己也对法制、对环保的理解加深

了。而活动中的绿野社成员与社区居民在交流中介绍环保法制达到了科普的目的，

并减少了纸的使用，也易于回收问卷。此外，绿野社成员在做活动之际也不忘保

持活动场地的整洁，使社区居民内心也承认我们是环保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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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个话题，更是一种意识、一种理念和一种生

活方式。环境保护不但需要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努力，也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更

需要你、我、他的实际行动。促进全员参与，共建绿色家园。

绿野社打造别样“双 11” 漂流瓶活动倡导环保

2016 年 11 月 11 日上午由香港环境保护协会发起，云南农业大学绿野社协

会承办的“绿色环保，让爱流动起来”2016 光棍节环保漂流瓶校园实体漂流活

动在云南农业大学举行，此次活动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全体成员积极加入

到本次活动当中。

上午八点，协会的成员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的聚集到一起，准备开始自己的

浪漫双十一漂流瓶活动。期间吸引了学校数百名师生的积极参与。我们的“玫瑰

之约”活动现场，小伙伴向外发放玫瑰，坚持把绿色环保理念深入宣传，同时也

把爱的心声传递。

学生们通过与 300 所高校交换“漂流瓶”信息，用网络促进交流，并达成“环

保双十一”的一致理念。11 月 11 日 11 时 11 分，全国 300 多所高校线上线下同

时引爆漂流，以最简单的方式过一个纯粹的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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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里的双十一，才有意义。随着科技社会的发展，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而通过本次双十一漂流瓶活动，可以让绿色环保

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同时这样的双十一，也是在向单身汪、剁手党、啃土

族说 NO。此次活动在同学的欢乐中落下帷幕，活动吸引了全校近千名学生参与，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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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之星

云南大学——唤青社活动掠影

同在蓝天下，人鸥共家园

2016 年 12 月 3 日及 4日，由共青团昆明市委、昆明市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

主办，云南大学唤青社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团委学生会承办的大型护鸥

公益活动在翠湖及海埂大坝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护鸥活动以“同在蓝天下，人

鸥共家园”为主题，到了政府和各高校环保社团的大力支持。

3日，两百余名护鸥志愿者们分为话剧组、摄影展小组、鸥迹寻踪小组、有

奖问答小组、同绘美丽红嘴鸥小组及观鸥组等共 13 个小组同时展开活动，吸引

了众多游客积极参与。

创新突破的鸥迹寻踪小组与同绘美丽红嘴鸥小组，以创新突破的游戏形式，

吸引了众多的孩子们在参与，在孩子们参与的过程中，红嘴鸥的相关知识也在他

们心中播下了种子。

同样火爆的现场也出现在其他各个小组，各小组活动的成功，也为翠湖公园

的护鸥活动划下了圆满的句点，同时也为海埂大坝的护鸥活动开了一个好头。

12 月 4 日早上八点半，在草海上空有少许的海鸥在飞翔，大坝上也有零星

的游客来观看这些美丽的精灵，还能看到一群在大坝上忙碌的唤青社员和社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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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忙碌的身影，他们正在为此次护鸥宣传进行准备，搬桌子，支帐篷，贴海报

等等。

九点五十分，开幕式准时进行，本次活动负责人唤青社成员李慧敏致辞：“护

鸥路上，你我同行，希望各大环保社团能够永远战斗在环保一线，为环保不断身

体力行”。此时海鸥越来越多，大坝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在主持人的宣布下，海

埂护鸥活动正式开始。

本次活动在海埂地区一共设了四个活动点，志愿者们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向游

客宣传护鸥知识，用鸥粮跟游客换面包，并教游客正确的投喂方法，以流动的形

式向游客介绍鸥相关知识，用横幅签字向游客传达此次护鸥主题……

一位参加有奖竞答的市民对我们说道“红嘴鸥从 1985 年便在昆明过冬，至

今已经三十一年了，看到现在的大学生们愿意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为昆明的环

保做贡献，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美丽中国，和谐昆明，让我们携手为美丽的春城精灵——红嘴鸥，营造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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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之星

西南林业大学——清青社活动掠影

吃亦有盗，食亦有道，拒食猫狗，善待生命

谁曾在城门深雨下，寻觅过我

谁曾在烟花巷陌里，等待过我

谁曾在月光疏冷中，陪伴过我

我的朋友，是谁将你掠走！

我的猫咪，是谁将你血肉剥离！

我的爱犬，是谁将你吞食殆尽！

吃亦有盗，食亦有道，拒食猫狗，善待生命。2016 年 5 月亚洲动物基金举

办的第三届公益广告设计大赛圆满结束，本届主题“吃亦有盗？食亦有道！——

拒绝食用猫狗”，最终评出 14 幅获奖作品，这批获奖作品将连同亚洲动物基金其

他宣传海报一起在全国高校开展巡展！清青社作为西林站主办方积极开展活动，

下图为活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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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园地

2016-10-11：玉龙县乡镇团干愿做垃圾不落地领头人

来自玉龙县16个乡镇和城区中学的50名团干在共青团玉龙县委的赵书记的

带领下走进绿色家园，开始了团县委这期的团训活动。绿色家园的陈主任为青年

团干部们做了一堂生动的“做人做事，服务社会”讲座。讲座现场团干们就如何

树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进行了现场互动和交流，全体承诺从垃圾不落地做起，为

塑造坚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努力。

团干们在聆听做人做事服务社会讲座

讲座结束后，团干部们跟随科普讲解员参观了绿色家园的环保科普展馆。他

们看到在一幅幅美丽的图片下，物种正在濒临灭绝，他们中很多人开始对人类的

生产生活活动进行反思，更坚定了垃圾不落地的信念。通过听讲座和学习环保科

普只是后，有的中学团干向陈主任发出到他们学校进行讲座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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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在中国地图前了解国内目前的环境污染现状

青年团干们在绿色家园内与陈主任热情交流

2016-10-28：玉龙二中师生带头人参观家园

丽江市玉龙县农村中学玉龙二中师生从 2012 年开始开展垃圾不落地活动至

今，近五年来，学生入学、升学循环往复，但师生们热爱校园环境卫生的情怀一

直不变，垃圾不落地作为校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持续的传承。近日，二

中全校 60 名师生领头人在校长唐建华先生的带领下前往绿色家园参观学习。在

参观拉市海环境系列展展览前，师生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个人价值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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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从做人、做事和服务社会三方面与绿色家园老师进行了热烈地交流与探讨。

整个参观活动结束后，唐校长表示，通过这次活动大家感到很震撼，师生们反映

学习的效果很好，校方接下来将组织更多的同学到家园参观学习。

一名同学站在滇金丝猴的展板前若有所思

玉龙雪山面临气候变化和人类频繁活动的双重威胁-家园老师在讲解

玉龙二中尝试分层值日法

2013 年玉龙二中与北京顺义国际学校、丽江孤儿学校、玉龙民族中学和玉

龙中学在玉龙中学校园内共同启动了校园“垃圾不落地”。几年来，这所位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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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拉市海高原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农村中学，凭着执着的信念，校园卫生从脏乱

差转变成为一所洁净的校园，师生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日，绿色家园为玉

龙二中编写的垃圾不落地制度和通过众筹为二中购买的一批卫生工具分别被张

贴在教学楼的墙上和送到师生们的手中。

玉龙二中垃圾不落地展板 绿色家园向二中师生代表捐赠卫生工具

2016-10-29：实验小学学生和家长一起学环保

14 名古城区试验中学的学生和家长周六来到绿色家园参观拉市海环境保护

系列展览。通过参观和参加家园安排的系列环保动手活动，学生们开始认真思考，

并动手写下他们的环保学习体会。这次学习中学生和家长都感受到了从事公益环

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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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引导孩子们从全球性思考的角度来看待动物和人们面临的环境威胁

触目惊心的污染图片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

个人饮食习惯的改变也能实现环保－家园老师正在和孩子们做活动

2016-11-7｜8：青海湖的守护者南加老师在家园

青海湖的守护者南加老师从遥远的青海湖来绿色家园与大家交流环保经验，

他给家园的工作者带来了他在青海湖捡垃圾、 保护珍稀动物普氏羚羊、青海湖

鳇鱼、青海湖治沙等宝贵经验。如今，许多曾经布满垃圾的小河早已不见垃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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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影，许多曾经荒漠延绵的湿地沙漠已经被绿色植被覆盖。 20 多年过去了，南

加老师初心不改，依然率领家人和来自家乡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奋战在青海湖

畔。在闻讯南加老师计划在青海湖边建设一个小泊湖博物馆，家园陈老师也自告

奋勇加入到了支持南加老师的队伍中来。

南加老师在小泊湖治沙行动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南加老师在了解拉市海湿地保护情况

南加老师支持垃圾不落地倡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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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7|20：新加坡国际学生在绿色家园

丽江绿色家园开馆以来，隆重迎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中学师生和 JUMP 工作

人员，人数达 100 人之多。新加坡的师生们通过分期分批的形式组织师生在绿色

家园参观学习。他们在家园老师的引导下观看科普环保展厅图片、视频、模型、

标本，全面系统地了解区域性环境保护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面临的挑战及采取

的对策。

席地讨论 表演垃圾不落地

听讲座 讨论提纲

同学们带着学到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进入拉市海社区和湿地与骑马从业者

和游客进行交流并进行动手等体验活动。最后，师生们在湿地内开始亲自践行垃

圾不落地，有的同学表示将把垃圾不落地的理念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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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捡马粪 湿地边上捡垃圾

2016-11-25：云南千名环境使者培训筹备中

“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行动”是由环保部会同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

人资环委、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八部委共同发起的一

项青年环保志愿者活动。为了迎接 11 月 26-27 日即将在昆明举办的云南省“2016

千名环境友好使者交流会”，作为此次会议的协办单位绿色家园工作人员提前三

天入住酒店，并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会务材料，打印垃圾不落地承诺卡等工作。

25 日下午 1点开始，绿色家园志愿者们在酒店大堂设立了会务服务台， 认真地

协助参会同学签到、领取会务资料、安排住宿房间和晚餐。晚餐后，在绿色家园

的组织安排下，来自云南省 23 所高校环保社团 170 名青年志愿者们为 26 日的培

训和 27 日的滇池垃圾不落地行动进行了周密地布置和安排。

同学们分组后在讨论小组目标 后勤保障小组在制定保障措施



16

2016-11-26：“千名青年环境使者行动”在昆明启动

由环保部宣教中心主办、云南省环保宣教中心承办、丽江市能环科普青少年

绿色家园协办的“2016 千名青年环境使者行动”经验交流会在昆明云培大厦正

式拉开帷幕。

“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行动”项目自 2009 年启动以来，通过调动青年志

愿者的保护环境的热情，发挥青年在环境保护中的生力军作用，从而带动全民自

觉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来。同学们聆听和观看了各地青年使者们开展的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多彩的青年环境友好使者行动后很受鼓舞。

丽江绿色家园陈永松老师在“青年环保－突破与创新”的演讲中，与台下的

青年使者们亲切互动，首次明确地告诉他们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这一观点，

它通过对环境问题的展示，揭示出青年环保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就是他们都

是垃圾不落地正能量的传播者，挑战就是他们能不能说服公众签名承诺垃圾不落

地。

讲座结束后，很多参会学生邀请陈老师到他们学校帮助开展垃圾不落地活动。

活动承办单位和广东省宣教中心也向陈老师发出了邀请。这次培训和经验交流极

大地增强云南省青年环境友好使者积极参与和投入到我省的环境保护行动中来

的决心。

出席交流活动的各地代表 授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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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影

2016-11-27：云南千名环境使者滇池边上开展垃圾不落地行动

由本次活动协办单位绿色家园策划的滇池垃圾不落地公众签名承诺行动在

昆明海埂大坝举行。星期天的早晨，寒风习习，远处前来的市民和游客早已迫不

及待地与大坝上空翱翔飞舞的红嘴鸥亲密接触了。170 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开始

在游人穿梭的大坝上布置展板，开始与市民和游客们互动。此时，许多正在拍照

和喂鸟的游客停下了脚步，他们被使者们的行动所吸引，向使者们认真地了解垃

圾不落地要领，然后签名承诺垃圾不落地。

意气风发的青年环境使者 一名使者向游客讲解垃圾不落地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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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回答环保知识猜奖题 杨主任向青年使者颁发使者证书

使者们在滇池边上合影

在约 2小时的宣传活动中，有 1500 余名市民和游客签名承诺垃圾不落地。

这次滇池边上的垃圾不落地使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使者们的信心。 此外，

使者们还开展了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地下水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湿地保护

4个主题的现场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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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8： 垃圾不落地走进贵州侗乡

在贵州草根社区服务工作室的邀请下，绿色家园陈永松老师前往贵州黔东南

的黎平县茅贡镇流芳村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和垃圾不落地讲座活动。流芳村自

然景色优美，清澈小溪环绕村庄在秋后的稻田旁缓缓流过。夕阳余晖撒落在侗乡

古朴的木屋建筑上为村庄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在这个远离城市喧闹的边远山

区，田野、河沟依然无法逃脱城市消费品废弃的痕迹。培训活动在流芳村有机农

业协会的吴会长家举行。流芳村青年志愿者们向与会者展示了当地村边、稻田内、

小河内及其岸边垃圾乱象的照片，鲜活的事实，引起了大家的深切关注。

夕阳下的流芳村议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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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中的垃圾

错误地烧垃圾方式

青年志愿者与寨老们交流垃圾处置问题

陈老师通过垃圾不落地 4字要领介绍，向村民们普及了垃圾和垃圾分类等知

识，纠正了村民垃圾处置的不当做法，同时向他们介绍了最新的分层值日的概念

和操作方法。听完陈老师的讲座后，村民们对家乡的环保和垃圾的处置有了新的

认识，并就如何处置村里的垃圾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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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9｜10 第六届中国江河观察行动论坛在宁夏召开

为了让河流保护者们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共商水资源保护，

分享学术和实践经验，并积极推动中国江河保护工作的发展，中国江河观察行动

2016年 12月 9、10日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召开了第六届中国江河观察行动论坛。

本次论坛围绕电解锰行业污染监督与防治、城市河流生态、自然资本、大气污染

治理、环境公益诉讼等方面议题开展专题讨论。

丽江绿色家园刘老师在会上提出开展公众垃圾不落地行动建议

在圆桌会议上丽江绿色家园刘老师根据国内河流垃圾污染的严重情况提出

应在公众中大力倡导垃圾不落地，这个倡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部分参会组织

代表在会后主动与刘老师交流，希望成为垃圾不落地公众倡导的在地机构，共同

为打开有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江河保护的局面作出努力。

2016-12-19｜20: 参访海南公益环保组织

当滇西北的天气已经降至零度的时候，海南省海口市的天气却温和宜人。在

海口办事的时间里我给海南公益圈的熟人打了一个电话，不想却有幸见到了一群

热爱公益事业的青年志愿者。在热心人士的带领下，我走访了海南绿脚印环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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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公社，海南省海洋环保协会、海南省环境教育协会。通过与海南公益环保人士

的座谈交流，发现他们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较为灵活，很多青年志愿者都有自己的

工作 和事业；环保范围宽广包括开展海洋环保。其中海南省海洋环保协会计划

配合南海三沙市政府在青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就很有新意。

在座谈中，海南绿脚印环保志愿公社和海南省环境教育协会已经在三亚市等

地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他们希望与绿色家园合作，将垃圾不落地引入他们环境

教育课程中。

海南省环境教育协会莫秘书长与绿色家园客人合影

2016-12-24: 陈老师考察浙江上墅乡农业科普项目

上墅乡是浙江省安吉县有名的生态乡。上墅乡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发展，

并对农业生产和产品加工、销售、服务等内容有机地融入科普教育的做法情有独

钟。该乡主要领导 11 月份在丽江时参观了丽江绿色家园的科普展馆后，有意将

科普教育引入上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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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本地特色的竹子产业 十分醒目的村名

农田水源充足较少污染 富有创意的垃圾分类房

当地群众重视环保及其宣传 一家太阳能低碳餐厅

2016-12-28: 拉市海国际湿地环保技能示范培训

丽江拉市海湿地是位于滇西北三江并流核心区域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湿地。随

着拉市海骑马旅游越来越红火，丽江创卫进入到攻坚阶段，广大公众对这片湿地

的保护更加关注，这片湿地的重要性也日益 凸显。近年来，由于拉市海旅游业

的迅猛发展，公共环卫设施和环卫服务一直滞后，马粪和生活污水的大量排放给

湿地环境和水质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保护拉市海湿地，为了给已经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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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来的成千上万只珍稀迁徙鸟类创造一个和谐洁净的栖息地环境，也为了配合

与玉龙县创卫创模行动，绿色家园在丽江市环境保护局的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的

“丽江市乡村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生多”项目 ）培训宣传活动，在拉市镇

全镇倡导垃圾不落地。在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拉市镇人民政府，

镇人大以及拉市海高原湿地管理局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使“生多”项目取得了

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陈老师在现场示范使用垃圾钳的要领

为了进一步帮助和方便拉市镇从事环卫保洁工作的村民、马场经营者、企业、

学校师生实施垃圾不落地和有效地保护拉市海湿地，绿色家园通过向他们普及湿

地垃圾分类常识、拣拾垃圾要领以及垃圾钳使用办法，使参与培训的保洁人员和

有关企业和部门的负责人对拉市海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保洁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增强了信心和使命感。

保洁员们在领取垃圾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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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训人员现场用垃圾钳试捡垃圾

镇医院医生在领垃圾钳的同时签名承诺垃圾不落地

本次示范培训活动共向拉市镇 84 个村民小组、53 家马场、8所学校和拉市

镇政府有关部门、商场、加油站、银行、医院、派出所等近 50 家单位的保洁人

员发放弹簧垃圾钳 600 把。领取垃圾钳的人员还在垃圾不落地承诺卡上签名承诺

垃圾不落地，保洁员们非常兴奋，领到垃圾钳后当场就用它捡垃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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