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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各种
失控垃圾堆，常年没有人来清理，人们习
惯性的思维是：别人都扔，我也扔。在农
村，垃圾的收集和清运体系不完备，垃圾
污染问题更为严重。”作为一名坚持多年
的环保倡导者，在王子人看来，一个人坚
持多年的力量远远比不上很多人共同坚
持一天。于是，她联合一群志同道合的

“战友”在上海爱芬环保发起了捡拾中国
项目。

主办方倡导随手捡拾随手公益的
环保理念，希望通过宣传倡导，组织捡
拾和在地教育，引发公众对垃圾的关
注，提升公众环境保护的意识和理念，
一同行动起来去捡拾，践行垃圾分类，
让垃圾去到它该去的地方，从而还山野
户外以洁净。

这是国内首个专业关注户外垃圾议
题、倡导“随手捡拾 随手公益”的环保公
益项目，致力于通过互联网平台的建设，
实现“人人可见（垃圾），人人参与（捡
拾）”，以推动国内行业间捡拾清理联合行
动为己任，引导公众关注环境问题。

除了组织捡拾活动，“捡拾中国”项目
还发起了四大“业务”。首先是捡拾地图
网络平台的建设和开发。通过捡拾地图，
可以帮助在地志愿者找到在地的NGO组
织，也可以帮助在地 NGO 找到在地志愿
者，同时，捡拾地图还可以实现垃圾数据
的在线记录以及分析功能，其推出的2.0
版本已经可以将人们生活区周围的在野
垃圾堆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帮助大家有目
的地进行清理。

同时，“捡拾中国”还开发了“随身垃圾
袋”计划，希望能通过“垃圾随身带”理念的
倡导和宣传，提升公众对自身垃圾的管理，
有效减少户外垃圾的随手丢弃现象。

此外，他们还成立了行动网络联盟，
“我们希望将全国所有在做捡拾的公益组
织联合起来，通过联合行动，让捡拾成为
全民浪潮，让垃圾看得见，让行动被看
见。”王子人说。

另外，捡拾中国青年领袖营计划是一
个针对青年学子的环保教育项目，通过输
出爱芬环保多年来在社区垃圾分类的经
验，赋能青年学子，鼓励回到乡村，用垃圾
分类创变家乡，让乡村在发展的同时依然
能保持洁净。

今年，该组织将“世界清洁日”落地中
国，以此推动更多人将“看见垃圾、捡起垃
圾、减少垃圾”作为己任。同时，他们希望
用1-3年的时间，在中国推动100万人在
同一天进行捡拾，致力于打造一个零废弃
社会。

经过四个月的筹备，今年9月15日，
全国有将近700家机构约10万人参加了
世界清洁日行动，微博话题量超过5000
万，全网触及量超过1亿，将近100家企业
积极响应了此次行动。

为“申城江河卫士”颁发奖金 和证书

肯定环保努力 鼓励更多人守护家乡河

上海师范大学城市小组是一个颇有历
史的社团，是上海市最早的大学生绿色社
团。在该校环境学科带头人李景锟、陶康
华老师的指导下于1987年秋天成立。小
组以“宣传绿色环保知识，倡导绿色生活时
尚”为宗旨，紧扣上海城市问题，开展环境
调查研究。

在城市环境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水环
境。城市小组从身边的漕河泾河道做起，根
据多年航空照片上反映的水质变化和实地
调查，在1990年冬天，向市政府发出了关于
漕河泾水质恶化的紧急报告，并利用自制的
水色等级卡，每天观测河道水流和水质的变
化。同学们调查访问了十多座水闸、泵站，
在三个区县水利、环保、市政、航运等八个部
门的支持下，开展了多次调水活动，取得了
效果，受到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肯定。

泵站往往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但却是
城市小组的第一课堂，同学们把水泵站比作
城市的肾脏，他们在十多年的观测调查基础
上弄清了雨水、污水泵站、管网系统和污水处
理厂与河道水环境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为了解决本地区大型污水厂水量不足，而雨
水泵站中却混流五万吨污水直排河道的问
题，经过周密的对比分析，提出了晴雨分流的
集污方案，2001年被区政府采纳实施，取得
了在河道中本地污染减量50%以上的效果。

此外，该社团还有一些常规活动，如
“绿色小超人”，在每周五下午，由项目部带
领志愿者队前往新寺学校开展环境教育活
动。海湾三校净滩活动是该社团联合华东
理工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发起的公益活
动，组织志愿者，呼吁减少塑料制品的使
用，并带动更多同学加入海洋保护活动。

杨戈是一位艺术范儿特别足的“80后”
青年。他表示，作为一位地球人，要具有公
众环保意识，考虑地球的未来，希望更多人
可以在生活中践行环保。

2007年，他来到朱家角，经营酒吧和客
栈，使用的就是尽量环保的装修和改造方
式。6年前，他和伙伴在朱家角联合创立了
青年文化活动品牌“角市”，定期策划或参
与大型原创音乐节。他们通常会提前10天
查看活动地点，和当地百姓一起寻找当地
材料，尽量少地运用一次性材料，让活动尽
可能地环保。今年水乡音乐节的一个舞台
就是完全使用垃圾和废旧材料搭建的。

据悉，“角市”至今已经策划或参与了
近20次大型原创音乐节，在上海、北京、浙
江等多个地区成功举办具有影响力的文创
活动。合作的艺术家、音乐家来自全国各
地和全球20多个国家。环保是角市始终贯
穿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环境的尊重和保
护已经融入了它的精神内核。

另外，他在朱家角古镇居住期间，逐渐
学习和了解江南传统建筑营造方式和材料
科学，陆续以环境和谐、本地化材料、再生利
用、零废弃等观念改造了上海市首批不可移
动文物“盛家宅”“张氏小宅”等建筑，作为古
镇上最早出现的青年文化场景并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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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事迹

经过角逐，主办方评选出了
五位“申城江河卫士”，肯定了他
们在保护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
和贡献，为其颁发了正能量奖金
和证书。呼吁更多人守护家乡
河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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