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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编者按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水獭日，在五月的这两个重要的节日里，CEGA伙伴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代表社会组织出席2022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红树林基

金会于2020年-2022年持续监测到多次水獭影像。除此之外，CEGA其他伙伴也在五月

开展了重要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包括SEE基金会荣获2022中国慈善榜年度榜样基

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报告正式发布等。在项目进展方面，CEGA伙伴的工

作也是精彩纷呈。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和老牛基金会支持的项目12年来在内蒙古项目

地首次完整拍到野生狍子的踪迹；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和合作伙伴共同启动了“NbS+”

系列研讨会；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的“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视野中的小豆子和

大健康” 项目正式启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公益合作伙伴——伽蓝集团自然堂品牌

支持的中国西藏雅拉香波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峰。

本期的CEGA沙龙，主办方请到了多位专家为大家解读《湿地保护法》和分享湿地

保护新模式。项目资助方面，2022年SEE卫蓝侠招募开始招募，感兴趣的机构不要错

过。最后，本期的NGO板块，我们将向大家介绍河北首家专注于工业污染防治的民间

环保机构，绿行太行。更多内容，请查阅本期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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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基金会荣获2022中国慈善榜年度榜样基金会

由《公益时报》社编制的第十九届（2022）中国慈善榜正式发布。北京市企业家环

保基金会（SEE基金会）荣获年度榜样基金会。

敬畏自然，永续发展是SEE基金会始终不变的价值观。成立14年以来，SEE基金会广

泛连接社会各界力量，在环保领域不断探索、前行。截至2021年底，SEE基金会共支出

10.41亿元，守住了全国超7万公里的森林湿地、草原与海洋，累计影响和带动了近8亿

人次公众成为环保的支持者与参与者。

525世界水獭日：红树林基金会在深圳连续2年监测到水獭

欧亚水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淡水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位于珠江口的深圳水

系发达，曾是水獭的传统分布地之一，但由于栖息地退化和丧失等威胁，水獭一度在深

圳销声匿迹长达20余年。

红树林基金会于2020年-2022年持续监测到多次水獭影像。每年10月-次年4月，水

獭平均每隔20天出现一次，每次持续活跃1-3天不等。专家推测，深圳长期对湿地保

护、河道治理以及禁渔的重视，为水獭回归提供了可靠的水环境、食物来源及通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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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好你我社区，我们又近了一步 |万科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报告发布

2022年5月9日，万科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报告正式发布。

社区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地域划分，更是一个个集体生活、成长的空间。对于万科

公益基金会来说，建设可持续社区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是当下每个行动的目标。

当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参与，这个愿景也在一点点实现。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和伙伴们并肩前行，碰撞出许多独特的精彩故事，并将这些

高光时刻收集起来，最终产出了这本特别的年度专刊——《2021年万科公益基金会年度

报告》。本次年报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呈现了封面故事、双碳行动、多元互动、集合影

响力和公众参与5个专题板块，共同汇成我们同行的难忘记忆。

扫描二维码下载《2021万科公益基金会年度报告》

万科公益基金会#TAN秘梅沙#仲夏季活动正式开启

坐落在大鹏湾的梅沙社区，正在探索着一种更好玩、更绿色、更具行动力的城市低

碳生活实践，希望通过加强社区零废弃管理、生物多样性维护、艺术人文与社区营造等

多方面，共同推进低碳排、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在双碳社会建设背景下，梅沙社区模

式，也是万科公益基金会的创新探索实践——以深圳盐田区梅沙片区为主要试点区域，

倡导多方共建共促，构建碳中和的社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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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既是“探”，也是“碳”。“探”——探索有趣有料的多面梅沙。特色食物、客家文

化、森林群落、海洋文明……“碳”——为什么它是“碳中和社区”？和传统社区相比，它有

哪些亮点？对此好奇的伙伴们，欢迎在仲夏季节一同走进梅沙，通过系列线上线下活动

挖掘梅沙魅力，亲身了解和体验深圳的生物多样性之美。

更多信息请见：TAN秘梅沙 | 仲夏季，好玩的远不止海滩打卡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代表社会组织出席2022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

5月20日，2022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由生态环境

部主办，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主持。

https://mp.weixin.qq.com/s/gYcq-7hQ8gktW2-Sge6q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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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徐光介绍了环保社会组织相关生物多样性保

护活动。包括环保社会组织在内的非国家主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发挥着重要

而独特的作用，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也是不可缺少的利

益攸关方。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于2021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COP15执

委办指导下，与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开展了“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全

球征集活动，评选出了108个典型案例，展现全球范围内由社会组织发起或参与实

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项目及模式。典型案例中有80%来自中国，这凸显了中

国的环保社会组织等非国家主体在生态文明指引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和所取得

的良好成效。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生态环境部指导下，与各级政府部门、相关企业、社会

组织及社会各界密切合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一是积极推动国内外环保社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资金资助、合作实施等

方式支持了国内环保社会组织提升能力，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行动；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牵头，与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

环保基金会、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中华环保联合会、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等机

构联合承办了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来自全球5大洲30余个国家和地区249

家机构的400多名代表在线上线下共同参会，论坛发布了“非国家主体自主承诺”等3

个倡议；推动达成了50个承诺，并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出了9条

建议。论坛所取得的务实成果得到了主办方《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生态环境

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的充分肯定。二是积极带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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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通生物多样性主题航班、高铁专列等方式来广泛传播保护生物多样性理念；

与蚂蚁集团合作开展“支持COP15 带动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依托蚂蚁森

林网络平台，开展的“神奇物种”宣传活动，已展示宣传345种中国野生动物，阅读

人数1.27亿人；持续开展了“人人一平米，保护生物多样性”活动，超过1.5亿人次线

上参加，取得良好社会效果。三是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活动。开展了雪

豹、滇金丝猴、穿山甲、黑颈鹤、红豆杉、茈碧莲等珍稀或濒危物种的保护行动，

并开展退化草地恢复、栖息地保护等生态系统修复保护项目。与蚂蚁集团、山水自

然保护中心等伙伴合作，开展了嘉塘、地青、京西三个公益保护地，在1747平方公

里范围内开展野生生物监测与巡护、生态恢复、自然体验及社区发展等公益活动，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将继续与各方密切合作，进一步关注

海洋等生态系统及关键物种；继续在生态环境部及各方支持下，为实现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2022年5月20日，我会参加工商业共建生命共同体研讨会暨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

护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主办，我会为联盟

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王振刚副秘书长作为联盟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会议并

发言。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参加工商业共建生命共同体研讨会暨工商
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

样性政策交流平台、最佳实践展示平台、技术支撑平台和国际合作平台，为推动实

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做出贡献。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是由生态

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牵头组建，为了响应《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建立“企业

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的倡议而发起建立的非法人、非营利的中国工商业生物

多样性保护交流合作平台和网络，旨在促进工商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

用及惠益分享行动，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建设，带动各界为我国履行《公

约》和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做出贡献，助力我国发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作用。

王振刚副秘书长介绍了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部分联

盟伙伴合作开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项目情况，并提出了工

作建议，表示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将全力支持联盟发

展，与联盟成员一起推动联

盟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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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为所有生命构建共同的未来|绝迹十几年的野生狍子回归

近日，在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林业碳汇项目试验区和林格尔县白彦图村

发现野生狍子的踪迹，这也是项目成立12年来的首次完整拍到狍子野外回归的影像

资料。

该项目自2010年实施以来，通过多方的努力，逐步修复和保护了当地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监测发现，从项目开始时植被种类不足30种，目前已达到77种。从前已

逐渐消失的赤狐、獾等兽类，斑翅山鹑、环颈雉、阿穆尔隼、凤头百灵等鸟类也在

项目区频繁地出现。野生狍子的回归，验证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廊道建设的科

学性，为野生动物生存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该项目是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内蒙古自治区

林业和草原局合作，在中国北方地区成功开展的第一个半干旱区林业碳汇示范项目，

主要是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多重目标在干

旱半干旱区落地实践。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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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向劳动致敬：又是一年植草季

2022年5月1日劳动节，在海拔4200米的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锡钦乡岗西村，当地

藏族同胞再一次撒下春天希望的种子，期盼秋天收获丰收与喜悦。自2016年9月开始，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益专项基金，致力于喜马拉雅冰川、珍稀

植物和动物、独特文化的保护。5年在西藏林芝的鲁朗、日喀则的堆纳、南木林和拉

孜等县乡共种植366万平方米绿麦草、紫花苜蓿、龙胆草等，服务于为当地生态保护

和乡村振兴。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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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河狸宝宝开饭啦—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蒙新河狸保护”项目为河狸家园添新绿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蒙新河狸保护”项目联合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和

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发动当地牧民们一起，在乌伦古河两岸和河心岛上种

满了灌木柳和杨树苗，解决河狸食物匮乏的问题，同时利用杨树较强的生命力以及高

度发达的根系，起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保护乌伦古河整体健康、维系生态系统完

整等重要作用。

精彩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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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培训报名开启

2022年，万科公益基金会与创绿研究院共同发起“中国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推进全

球生态环境治理”项目。项目首期培训会将于2022年6月10日（周五）北京时间14:00-

17:30以线上的形式召开。培训会将以6月2—3日举办的“斯德哥尔摩+50”会议和世界

环境日为契机，回顾与梳理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治理进程，讨论中国参与国际治

理的角色，并邀请国内外各类社会组织分享参与经验。

更多信息请见：“中国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系列培训会第一

期——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治理进程回顾

精彩项目汇

扫描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

“变成植物看世界”——千禾社区“园艺种植与气候变化”系列活动

万科公益基金会联合千禾社区基金会

发起“培力气候先锋——珠三角地区的城市

社区居民气候适应意识提升计划”。2022年

4月29-5月20日，项目组邀请在社区开展

种植的小组成员参加“变成植物看世界”系

列线上交流讨论。“变成植物看世界”课程

由华南农业大学秾·可食地景研究组开发，

由社区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提供支持，是面

向对种植和气候变化感兴趣的社区居民培

训之一。希望通过系列交流帮助大家共同

了解植物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学习种植、

管养的基本方法，用种植一起应对气候变

化等外部环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Mjg2MTk0OA==&mid=2247492879&idx=1&sn=5996325f5575cfb11a86d59dd4508899&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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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农民种子网络执行的“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

样性视野中的小豆子和大健康” 项目正式启动。以豆类品种保育利用为切入点，将农

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粮食安全与营养问题、气候变化适应等看似宏观艰深的主

题，通过编织包含农村社区、城市消费平台、科研机构、社会组织这样一张多方协

作的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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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提供路径。

启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旨在向参与伙伴介绍项目背景与目标，收

集伙伴对于项目的期待和建议，促进项目执行团队与合作伙伴彼此了解，树立共

识。

2022年5月17日，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共同启动了“NbS+”系列研讨会。第一期研讨会的主题为“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NbS）投融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司司长孟宪林、中国绿色碳汇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家顺 和NRDC首席项目官安德鲁·威茨勒分别为会议致辞。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世荣、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

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处主任张

琰做了主旨发言。

精彩项目汇

更多信息请见：小豆子·大健康｜一起当生态美食家～

绿色金融和生态保护专家共议NbS投融资

“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视野中的小豆子和大健康”项目正式启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OTIyNjM3MA==&mid=2455456564&idx=1&sn=4c43a5f368749057af7d045a34433908&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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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邀请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与修复司一级巡视员郭青俊、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和世界经济论坛自然与气候中心大中华区总负责人朱春全等绿色金融及生态

保护领域的专家，探讨如何借助金融和市场机制更有效地推动NbS的规模化实施。来

自行业智库、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公益组织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

自中国和新西兰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共同牵头NbS议题以来，NbS逐渐

受到广泛关注。尽管NbS的相关研究在过去几年迅速发展，但诸如NbS的内涵和边

界、本土化标准、以及解决多重挑战的权衡和协同等问题仍有待厘清。 “NbS+”旨在

通过为多方对话和经验交流搭建平台，完善NbS的科学和实践经验，为推动NbS助力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 “双碳”目标的实现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公益合作伙伴——伽蓝集团自然堂品牌支持的中国西藏雅拉

香波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峰。

这也是一个专业的民间登山组织进行的一次登山壮举。此次登山活动得到了伽

蓝集团自然堂品牌的全力支持，目的是通过登山活动向社会倡导“低碳减排，保护冰

川”。

精彩项目汇

登峰倡导：低碳减排保护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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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突泉县太平乡五三村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动工

太平乡五三村位于突泉县东北部，属于深度贫困出列村，受经济条件制约，长期

以来在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能力非常薄弱，村内小流域水体环境保护总体上处

于空白状态，由于缺乏桥梁，行人、车辆及牲畜长期涉水对水体直接造成污染，危

害村民身体健康，环境整治能力提升迫在眉睫。

想百姓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经多次调研，我会资助了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太

平乡五三村修建一座16米桥梁，配套建设连接127米水泥路。桥梁及配套道路建设可

有效减少人畜车辆等对水体的直接污染，保护该村小流域生态环境，提升农村水体

生态安全，营造舒适和谐的农村人居生活环境。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蓝星卫士海洋守护行动”带海洋垃圾回岸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浙江极氪智能科技联合发起，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执

行的海洋生态保护项目——“蓝星卫士海洋守护项目”先后在青岛、日照、宁波、海

口、三亚、临高等地，组建起以社会公众志愿者、渔民志愿者为主体的20多个“蓝

星卫士E守护”海岸环境巡护小分队，还组织带动数十艘渔船参与当地以海洋垃圾回

岸为主体的“零塑海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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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信息

2022年SEE卫蓝侠招募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与双碳目标之下，SEE卫蓝侠项目持续关注工业污

染防治议题，关注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聚焦推动空气、水、土壤污染问

题的解决。

招募发布起至2022年6月20日24:00。

详情：https://mp.weixin.qq.com/s/_hJcUWFH_P2mAsd-1V6LcQ

https://mp.weixin.qq.com/s/_hJcUWFH_P2mAsd-1V6L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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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第二十期线上沙龙圆满结束！

6月1日《湿地保护法》实施前夕，北京林业大学张明祥教授、江西林科院湿地

生态资源研究中心朱仔伟、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刘小庚做客CEGA第二十期沙

龙，为观众解读新法和分享湿地保护新模式。沙龙吸引了95位听众在线互动，同时

1060位大学生在蔻享直播平台在线参与。

张明祥教授强调，《湿地保护法》是从生态系统角度立法且有多个亮点。本法

从湿地生态功能角度划定涉保护湿地、从管理角度分类、从重要性角度分级；设立

多个制度机制以开展湿地保护、利用和修复。本法尤其注重湿地生态价值，加重了

违法破坏及占用湿地的处罚力度。

朱仔伟主任分享到，江西省“湿地银行”在湿地占补平衡的政策基础上有所创

新，实行“省级定额，市县动态调整”制度，明确湿地总量和种类的管控目标，确保

了湿地补偿面积和质量平衡。“湿地银行”建设了较为完善统一的管理运营服务平

台，有效节约了时间及人力成本。

CEGA

沙龙

刘小庚老师指出，桃花源向海项目突出两

个特点—— “上山”巡护和 “下乡”争取社区参与

和支持。桃花源针对社区有以下行动，如种植

推广青储玉米应对饲草问题；向慢性病居民捐

赠药品等等。桃花源重视引入社区参与，保护

卓有成效。

欲知详情敬请扫码阅读原文和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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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专栏

绿行太行是河北首家专注于工业污染防治的民间环保机构，致力于通过自身的

行动推动家乡环境的改善，聚焦于工业污染防治，主要通过实地调研、信息公开

等方法监督企业环境表现，通过监督举报、公众参与等方式推动污染企业环境表

现改善。

使命：唤醒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引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通过自身

的实践和倡导，促进多元共治，共护碧水蓝天。

微信公众号： 绿行太行之路

石家庄印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绿行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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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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基金会理事长雷永

胜、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为CEGA首任联席主席。

现任联席主席为万科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和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

亚强。其它成员伙伴包括北京绿化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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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