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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共创环境美好未来

编者按

7月，CEGA成员伙伴工作热情堪比火热的夏天。本月，CEGA召开了年中工作会

议，并在会议上欢迎新成员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加入CEGA。北京市企业家环

保基金会（SEE基金会）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明善道共同发起的2022中国环保公益

组织现状调研项目正式启动，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金公益生态碳汇林云南兰坪项目

启动，北京绿化基金会组织专家回访红螺寺复壮古树并踏查二期保护项目，湖北省长

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和极目新闻承办的“优秀长江协助巡护员”年度评选正式启

动。我们期待新的伙伴，新的项目能为我们的环保工作带来新的血液和能量。

在项目方面，SEE基金会正式发布“蓝色伙伴关系行动”（Blue Partnership Action

Fund）项目计划并开启项目招募，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联合推出“数字生态保护计划”

公益项目，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万科公益基金会、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湖北省长江

生态保护基金会的项目的动态。本期资助和招聘信息，有来自万科公益基金会的“良

土有趣”系列公益课招募以及项目传播官员、实习生的招聘信息。最后，本期的优秀

NGO，我们将介绍来自浙江的本土机构舟山市蓝海公益服务发展中心。更多精彩信

息，请查看本期CEGA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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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EGA年中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7月29号上午，CEGA举行了2022年度年中工作会议。CEGA执行主任张瑞英主

持本次会议。

CEGA主席、老牛基金会秘书长安亚强开场致辞欢迎了新成员湖北省长江生态保

护基金会加入CEGA，他指出，CEGA的成绩就是大家的成绩并且年中会议目标是交

流大家下半年的重点工作安排。基金会中心网副秘书长王璐表示，作为CEGA的依

托单位，基金会中心网（CFC）将继续配合和支持 CEGA各项的工作，重点做好数

据支持和服务。

欢迎新成员环节，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副秘书长钱正义提到，CCF加入

CEGA大家庭，能在各位优秀的环境伙伴们帮助下快速成长，期待能和大家在长江

流域开展合作。

成员交流环节由SEE基金会秘书长杨彪主持。CEGA的成员伙伴各自就机构遇到

的挑战和下一步工作重点做了分享。陈一梅针对大家分享的资金压力、项目实施、

定位、设计合作方面的挑战，提议大家未来可以多交流，共同想办法。

在CEGA工作讨论环节，张瑞英主任指出“融合、共建、共享”是把大家粘合在一

起的一个重要文化并梳理了上半年具体工作内容；在下一步重点工作事项的讨论

中，大家通过了CEGA五周年活动计划，并讨论了参与气候变化变化大会COP27、

湿地公约大会 COP14的设想以及与在华国际环境NGO交流合作的原则构想等。

陈一梅秘书长再次感谢成员的献计献策以及下一步工作中落实再落实。同时感

谢CFC愿意对包括CEGA环境信息平台在内的数据工作提供支持，并再次欢迎新伙伴

CCF加入 CEGA。

CEGA2022年年中工作会议就此顺利结束。在一起，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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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GA气候适应工作坊成功举办

我国于6月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推动气候适应与减缓并重。为

了响应国家对气候适应议题的推动，CEGA于7月26日召开了气候适应工作坊，邀请中

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郑艳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教授许吟隆做客工作坊，与CEGA成员和环境NGO机构共同交流气候适应进展及差

距，探讨弥合差距的可行路径，以促发环境公益领域对气候适应的思考和行动。

专家发言环节，郑艳研究员指出，《气候变化2022: 影响、适应与脆弱性》的适应

章节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适应行动差距以及四种适应路径和不同主体适应的特点。针对

私人部门参与情况，郑艳非常认同CEGA网络凝聚国内较大的环境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在

适应领域一起聚沙成塔的行动。

许吟隆教授是《CEGA气候变化适应资助策略研究》报告（下称《报告》）的主要

撰写人。针对《报告》提出的几类优先事项，他指出，能力建设仍是开展适应行动的

重要抓手，而适应行动应当撇弃从影响直奔适应对策的做法，转而以两步走思考为什

么适应、怎样适应再到怎样实施。

海南智渔专家顾问乔峰博士及TNC企业部副主任霍莉分别主持了“差距深度识别”和

“适应的障碍与挑战？我们一起做点什么？”环节。CEGA成员和环境NGO机构在两个环

节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分享。

最后，张瑞英主任感谢所有参会嘉宾并指出，气候适应需要边做边汇集力量。

CEGA愿意和大家一起协同合作，做气候适应的行动派。细节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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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现状调研项目正式启动

为更好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促进环保公益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市企业家

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明善道共同发起2022中国环保公

益组织现状调研项目。

该项目力图摸底中国环保公益组织发展现状，建立环保公益组织调查和信息收

集机制，形成中国环保公益组织数据库。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基于数据库公开发布

中国环保公益组织名录&现状调研报告。

调查环保公益组织的现在，是为了计划更好的未来。我们诚邀广大环保公益伙

伴积极参与调研，在数据库建成后，我们将为有需求的参与者提供相关数据查询服

务！我们也力邀在某一环保公益工作领域或地域具有引领作用、对该工作领域或地

域的环保组织信息有所掌握的枢纽组织，与我们一同摸底调研中国环保公益组织发

展。

扫码参与调研：

参与调研及成为枢纽组织详情：
https://mp.weixin.qq.com/s/qOO9-cbR-FXjqeepDJyuzg

https://mp.weixin.qq.com/s/qOO9-cbR-FXjqeepDJyu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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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益生态碳汇林云南兰坪项目启动暨揭牌

7月25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金公益生态碳汇林云南兰坪项目启动暨揭牌仪式

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新生桥国有林场德胜营林区举行，中金公司、中金公益基金会、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怒江州林草局、兰坪县人民政府、

县林草局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参加了启动仪式。该项目以植树造林方式，在云南省怒江

州兰坪县栽植6.2万株云杉、5万株冷杉，合计经营面积为1053.6亩。项目将有效促进“三

江并流”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助力重建以滇金丝猴为代表的旗舰种栖息地和关键廊道，

保护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着力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增汇抵排，为当地生态

环境的改善、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中金公益生态碳汇林云南兰坪项目启动暨揭牌仪式顺利举行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助力“绿色中国行——走进美丽明月山
暨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活动（梁平站）”

实现碳中和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助力“绿色中国行——走进美丽明月山暨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

林研学教育活动（梁平站）”实现碳中和。参照生态环境部《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

南（试行）》相关办法，经核算本次活动碳足迹，范围为参会人员交通、住宿、餐

饮、大会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隐含温室气体排放共计94.35吨二氧化碳当

量。重庆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我会捐赠了20万元人民币，计划种植34亩碳中和

林，至少可以吸收305.5吨二氧化碳，抵消此次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

排放，实现了本次活动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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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公众对零废弃理念的理解，万科公益基金会、零萌公益和深圳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自2018年共同发起“零废弃日”这一全国性公众倡导活动，在每年8月的第三个

星期六举办。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出量以每年8%至9%的速度在增长，面对日益

增多的垃圾，除了做好垃圾产生后的分类以外，我们也可以从源头进行减量，来缓解

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的压力。#过刚刚好的生活，从小小的我开始#是2022年零废弃

日的主题。在无法远行的第三年，越来越多人将目光从远方收回，关注起身边的世

界，照顾一棵植物，做好一道家常菜，善待身边人，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成为了许多

人探索的主题。

我们希望联合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系列公益体

验活动，引导公众加入零废弃日，进一步倡导“零废弃”理念，促使更多人参与行动，

一起减少垃圾产生，让“零废弃”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扫描二维码填写活动报名表即刻报名参加2022零废弃日！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2

日12:00

过刚刚好的生活，从小小的我开始｜2022零废弃日伙伴招募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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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北京绿化基金会组织施工方、监理方相关人员，并邀请北京林业大学

沈瑞祥和李庆卫两位教授、古树专家一起来到怀柔区红螺寺，对一期保护古树进行

回访，并就即将开启的二期古树保护进行了实地踏查。

2020年8月，北京绿化基金会发起“保护红螺寺古树”项目，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和多家企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该项目救助内容主要涉及对紫藤寄松、雌雄

银杏、听法松共4株一级古树以及2株古紫藤进行树冠整理、树体加固、树体损伤处

理、树洞内部清理、地下环境改良、通气透水管网以及生物防治等。该项目已于

2021年10月进行验收，受到了一致好评，其中紫藤寄松保护还被纳入北林大教学案

例。

在对红螺寺其他古树进行踏查后，专家们就红螺寺古树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改

善措施和建议。针对二期拟开展的古树保护项目，几方会商后初步确立了两处古树

为保护目标。

其中一株为一级古油松，沈瑞祥教授指出，该油松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存在偏

冠、枝叶不茂盛、秃梢等问题，如能及时救助当会取得良好效果，他建议对硬化地

面进行处理，扩大树池、增加透气孔，另外还需检查蛀干害虫等。

除驰名的紫藤寄松绝景外，寺内还有一棵小紫藤寄松，其中的油松为二级古树，

紫藤也近百年。现场可以看到，油松已经明显被紫藤侵占了生长空间仅一侧松枝尚

绿。李庆卫教授建议一定要采取修剪等措施控制并引导紫藤生长，当二者生长发生

矛盾时优先考虑油松，另外还要做好土壤透气、适当施肥、夏季防腐等工作，为油

松、紫藤友好共生创造条件。通过及时干预为红螺寺培育新的景观亮点，可考虑以

“藤松双辉”来命名。

北京绿化基金会组织专家回访红螺寺复壮古树并踏查二期保护项目



9

7月31日，是“世界巡护员日”。据农业农村部长江办最新统计数据，全长江流域

已经建立起470余支协助巡护队伍，协助巡护员人数超过1.7万人。他们已成为渔政

工作的一支重要协助力量，对于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有着重要意义。

今年，由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办、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和极目新

闻承办的“优秀长江协助巡护员”年度评选已正式启动。这个盛夏，在农业农村部长

江办统一安排下，CCF具体组织执行的专家评估小组和极目新闻多路记者，分赴长

江流域15个省市深入采访，从长江源头到长江入海口，从长江干流到两湖与汉江，

寻访长江协助巡护队员的工作现场，记录他们守护母亲河的行动与心声。

“寻找最美长江协助巡护队”大型报道启动
从长江头到长江尾他们如雄鹰般守护

更多信息请见：
青海玉树称多县长江禁渔协助巡护队：如雄鹰般守护通天河，守护母亲河最初的纯
净
https://mp.weixin.qq.com/s/cqP--AH9HIisqGUL_nvIoA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五粮液酒厂里的协助巡护工作站
https://mp.weixin.qq.com/s/lGReqkYPgqOrUSzYHGJ8Ww

“探访协助巡护队记” | 前言：协助巡护队是这么来的......
https://mp.weixin.qq.com/s/yiqmgRVAak27U64SKLBhEA

https://mp.weixin.qq.com/s/cqP--AH9HIisqGUL_nvIoA
https://mp.weixin.qq.com/s/lGReqkYPgqOrUSzYHGJ8Ww
https://mp.weixin.qq.com/s/yiqmgRVAak27U64SKLB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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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蓝色伙伴关系行动”在 2022 联合国海洋大会官方边会正式发布
“蔚海行动”：SEE基金会大力支持滨海湿地生态修复

6月29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联合国海洋大会官方边会上，SEE基金会正式发

布“蓝色伙伴关系行动”（Blue Partnership Action Fund）项目计划。

精彩项目汇

该项目是由民间公益力量共同发起的首个响应蓝色伙伴关系原则的保护行动，

通过推动社会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各国政府机构等蓝色伙

伴间的相互合作，协助自然资源部蓝色伙伴关系原则的推广，实现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的落地和推广，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该项目首期计划在未

来三年内聚焦中国-东盟区域，投入不少于500万人民币，开展海洋资助的相关工作。

首批资助金额将由SEE基金会与蚂蚁公益基金会共同支持。

同时，SEE基金会也作为首批成员加入由世界经济论坛海洋之友和中国海洋发展

基金会共同发起建立的 “可持续的蓝色伙伴关系合作网络”（Sustainable Blue 

Partnership Cooperation Network）。该合作网络作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

旨在通过信息交流、专题对话、实践分享，集合多利益相关方在蓝色伙伴关系原则

指导下开展海洋合作和行动。

“蓝色伙伴关系行动”在 2022 联合国海洋大会官方边会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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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赴河北隆化开展公益项目考察

7月11日—12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徐光、副秘书长王振刚一行与捐赠

方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代表佐藤启介、宿金语一行共赴河北省隆化县，

现场考察“礼·山溪”丰田隆化可持续发展乡村公益项目第一阶段项目成果，以及推进

陈江和基金会环保公益项目西底沟村树莓园种植情况。期间，与韩家店镇西底沟村

党支部进行了党建工作座谈。

蓝伙计划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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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数字技术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共护美丽家园
“数字生态保护计划”正式启动

近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联合新锐数字艺术公司42VERSE共同推出“数字生态保

护计划”公益项目，通过数字藏品形式展示我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项目首期计划发

行濒危动物数字藏品，并结合相关科普知识，让公众从全新的角度了解和关注濒危

物种，号召全民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力量。

豚跃鸟飞2022年首场｜奥山党员天兴洲观鸟净滩之行

7月1日下午，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自然教育“豚跃鸟飞”阿拉善SEE

会员首场定制活动在天兴洲举办，来自奥山集团党委及各党支部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奥山员工志愿者近30人积极参与，通过参观武汉珍稀物种保护宣传中心、聆听

公益讲座、开展净滩清理垃圾等环节，在此特殊的日子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1 周年，领会习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展现新一代党员继承

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决心。

长江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和生态安全屏障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的“国之大者”。天兴洲是长江武汉段最大的江心洲，这里

不仅有美丽的沙滩，更是武汉市三环内独有的鸟类栖息地、候鸟保护区，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黑鹳在这里越冬，白额燕鸥、环颈鸻等夏候鸟在这里繁殖，保护生物多样

性，就是保护长江生态系统、守护母亲河。

“数字生态保护计划”系列藏品设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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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精彩项目汇

更多信息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V8hc0hUKZhurrp3r4AKr2Q

https://mp.weixin.qq.com/s/V8hc0hUKZhurrp3r4AKr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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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项目汇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参加首届全国林草碳汇高峰
论坛并进行交流发言

7月1日，首届全国林草碳汇高峰论坛在三明举行，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出席论坛并进行交流发言。他强调，林草碳汇也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

重要抓手，发挥多重作用。碳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对国家而言，碳汇能够

促进经济发展，碳抵消能力越强，碳排放余地越大，经济发展空间也越大；对森林经

营主体而言，碳汇或成为林产品、生态旅游之后的第三大增收来源；对林权所有者而

言，通过“碳金融”手段，可以解决森林经营的资金问题，从而实现生态系统改善与经

济效益提高的良性循环。他表示，供需两不旺，是目前碳汇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当

前，社会各界对加速减排降碳、加快碳中和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急迫，主要是以自觉自

愿为主，导致市场需求并不旺盛。未来要释放出实现“双碳”目标的强烈信号，通过增

加需求活跃碳市场，由此更好促进供给端发力。同时，要不断调整技术和政策，使之

与“双碳”目标相吻合。他建议，为更好促进林业碳汇发展，要抓住加快“新基建”机遇，

加强林区道路规划和建设，提高林区路网密度。政府主导规划，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保障林区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提高包括碳汇在内的各种林业发展要素都有巨大帮助。

“2022低碳共创营：零碳长江企业绿色转型创新计划”正式启动

7月21日下午，“2022低碳共

创营：零碳长江企业绿色转型

创新计划”启动暨“建材行业脱碳

路径及创新机遇探讨会”在湖北

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以下

简称：CCF）磨山基地成功举办。

该活动由Impact Hub Shanghai影

响力工场、绿色创业汇联合、

CCF、汇丰中国、恩派基金会主

办，阿拉善绿色产业联合会、

阿拉善 SEE 长江大保护议题联

盟协办。来自建筑建材行业的

近20家公司负责人及代表，华

中科技大学、行业相关协会专

家教授等共同参加了了此次会

议。

更多信息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96elqb73Tg6Y8Hv4OeHG

Dw

https://mp.weixin.qq.com/s/96elqb73Tg6Y8Hv4OeHG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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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发布 | 一图读懂办公零废弃行动路径

由万科公益基金会和深圳市小鸭

嘎嘎公益文化促进中心联合发起的“零

敢计划”，自2022年启动以来，一直为

企业在办公场景下实施零废弃提供技

术支持和操作指导，通过持续开展主

题宣讲、工作坊、专家辅导等赋能活

动，以帮助更多企业在办公室内践行

源头减量(Reduce)、重复利用(Reuse)

和回收循环(Recycle)的3R原则之上，

提高资源利用率，带动员工践行可持

续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助力企业ESG战

略的落实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为了帮助更多企业方便快捷的掌

握这套成熟的方法和工具，万科公益

基金会在原有的111页《零废弃办公行

动指南》丰富内容基础上推出了“精华

版”，后续还将以纸质四折页的形式在

更多线下活动场景中推广和传播。

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更多信息请见：精华发布 | 一图读懂办公零废弃行动路径

论坛回顾 |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
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论坛暨基层赋能培训启动仪式

7月13日，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指导，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促进中心和北京

市石景山区阿牛公益发展中心联合主办，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北京市朝阳区公共

环境研究中心、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

中心协办、万科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党建引领 多元共治”——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论

坛暨基层赋能培训启动仪式在线上成功举办。

论坛对北京市过去两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检视，围绕居民文

明习惯养成，政府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物业企业以及专家学者分享生活垃

圾分类治理成效与经验，探讨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居民共治，持续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的路径。

更多信息请见：论坛回顾 |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论坛暨

基层赋能培训启动仪式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29701&idx=1&sn=344f39ce5da838fa5aca584fddff9db3&chksm=fc893232cbfebb24bb456a151150b87dc44fd458e9ac26fd4f584d18415e1ae747eb7dde1ebc&token=698312912&lang=zh_C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29767&idx=1&sn=811c927af89e6633904bf3f05a201699&chksm=fc8933f0cbfebae6566d0358b4dfa1af96dc1759d86f86ea0569fc109db91be66bb748bfedfa&token=698312912&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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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

精彩项目汇

推动水环境教育助力黄河大保护——2022自然
亲水教育培训在兰州举行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TOTO水环境专项基金主办，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承办、东陶（中国）有限公司支持的2022自然亲水教育培训在兰州举行，

来自黄河流域的各中小学校、环保社会组织、学生环保社团的环境教育工作者50余

人参加了培训，共有21.95万人次通过网络直播在线学习。期间，还组织召开“爱水

一课堂”小额资助项目评审会，共有10个项目团队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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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信息

秋季招募 | 堆肥+自然教育：“良土有趣”系列课程

在万科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的启发下，良渚自然学堂发起“良渚文

化村社区厨余垃圾堆肥转换生态种植”项目，在一百天的时间里，把劝

学公园一角的荒地，变成了瓜果飘香邻里共建的自然教育的农园。在这

个以“堆肥”为核心的项目实践中，发现了“分解”的教育价值以及物质能

量循环对于重建生态观的意义。

今年春季“良土有趣”系列公益课再次对公众开放，希望把在良渚这片

土地上的教学实践，用线上课程的形式分享给更多希望践行可持续发展

的个人和机构，无论你是精心打理家庭生活的主妇，还是致力于社区公

益的志愿者，或是和我们一样从事着自然教育，都真诚欢迎您的参与。

更多信息请见：秋季招募 | 堆肥+自然教育：“良土有趣”系列课程

扫描二维码，填写“良土有趣”系列公益课程报名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30109&idx=1&sn=bb6463b7f3e25bf8600cf0b96928c60c&chksm=fc8930aacbfeb9bcc220720e844cac774447a909c13179ecdf0d5c833277ffb331ac4b032921&token=698312912&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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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公益基金会是由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经国家民政部、

国务院审核批准，于 2008 年成立，由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

会，2017年被认定为慈善组织，2021年底被民政部评定为4A级全国性

社会组织。

2018年以来，万科公益基金会在新的五年战略规划框架下，以“面向

未来，敢为人先”为理念，关注对未来影响深远的议题，以“可持续社区”

为目标，推动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的关系。我们的工

作重点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分别是11“可持续城市和社

区”、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13“气候行动”、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及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根据项目拓展需求，我们希望能找到以下几位伙伴：

1.项目传播官员

2.传播部实习生

3.综合运行部实习生

具体岗位信息请见：VKF 招聘 | 项目传播官员、实习生等你投递！

招聘信息

VKF 招聘 | 项目传播官员、实习生等你投递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ODYyODE1Mg==&mid=2247529937&idx=1&sn=619fcd1a04db0d6e09252534479bbaf9&chksm=fc893306cbfeba1018c2fe96e64544401406cf7b7a38554e4b0b23d8cc5e202c8ab714c82501&token=698312912&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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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专栏

舟山市蓝海公益服务发展中心

舟山市蓝海公益服务发展中心是由舟山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中心致力于推进建设“共建共享共治”的海岛社区，主要开

展服务于海洋环境公益事业的社区营造、社区教育、公众参与、科学

研究等活动。近年来，开展“垃圾去哪里”、“七彩假期”等社区环境教育

项目；举办多期公众净滩活动；建设基于渔民参与的“东海生态共富研

习社”，开展渔村社区调查、渔民环保意识培训、渔民科学家培育，海

上垃圾打捞等活动，开展 “影响渔民参与海洋渔业垃圾治理意愿因素”、

“渔民参与海龟保护行动”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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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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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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