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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一亿棵梭梭项目累

计种植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

8093.87万棵，募集社会资金超过
4亿元，推动公众参与超过 6亿人
次。”日前，在“一亿棵梭梭”项目

十周年主题活动现场，阿拉善

SEE公布了这组数据。
“一亿棵梭梭”项目由阿拉

善 SEE于 2014年发起，联合内
蒙古阿拉善盟政府相关部门、当

地牧民、合作社，以及民间环保

组织、企业家、公众，搭建多方参

与平台，在阿拉善关键生态区种

植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从

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遏制荒漠

化蔓延趋势，借助梭梭的衍生经

济价值提升牧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希望中华大地山清水

秀，一片生机勃勃，我们希望世

界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美丽的

地球村上……”面对着漫天黄

沙，一群企业家发起成立“阿拉

善 SEE生态协会”，立志参与到
中国治理沙尘暴的事业中。阿拉

善地区成为这群企业家探索荒

漠化防治、开启环保公益梦想的

起点。

2008年，阿拉善 SEE生态协
会发起成立北京市企业家环保

基金会（SEE基金会）。通过实地
调研，结合荒漠化防治战略规

划，SEE基金会将目光锁定在梭
梭上。梭梭是拉善盟的原生植物,
本身经济价值不高, 但寄生在梭
梭根部的肉从蓉是一种中药材,
别称“沙漠人参”。生长一年或数

年后，肉从蓉可收获出售，经济

价值较好，能够有效提高农牧民

收入。

2013年 6月，当地政府发布
了《阿拉善盟沙生资源植物研发

与产业化总体规划》。与政府对

接后，结合政府规划内容以及

SEE 荒漠化防治议题策略，SEE
基金会最终定下了“用十年时间

（2014-2023年）在阿拉善地区种
植 1 亿棵以梭梭为主的沙生植
物，恢复 200万亩荒漠植被”的
目标，并于 2014年正式推出“一
亿棵梭梭”项目。SEE基金会联合
阿拉善盟政府部门、当地牧民、

合作社，以及民间环保组织、企

业家、公众开始了行动。

综合调研后，SEE 基金会和

阿拉善盟林草局在苏海图嘎查

开展了新模式的试点合作，即牧

民申请在自家草场种梭梭, 林草
局出资支持种植, 基金会出资支
持管护,通过“双重补贴”覆盖种
植成本，并要求“对梭梭管护三

年，补贴分三年按一定比例发

放”，同步解决资金焦虑和提高

管护积极性。

一年，两年，三年……苏海

图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参与到梭

梭种植工作中的牧民越来越多。

荒漠草原恢复的面积越来越大,

农牧民经济收入也在增长, 草原
上又恢复了原有的生机。

“一亿棵梭梭”项目继续沿

用该模式，并在阿拉善地区推

广，效果显著。收入增加了当地

农牧民的观念也在变化，他们互

相提醒不让牲畜进入梭梭林，并

自发组织巡护。

“比起在荒漠化地区种树，

更重要的是在治愈人们内心的

荒漠化”。注重科普宣传，推动生

态建设的社会化参与，也是“一

亿棵梭梭”项目的目标所在。“一

亿棵梭梭”项目自实施以来，累

计有 6 亿人次线上线下参与互
动，为项目的长期运行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公众对于梭梭、阿拉善和

荒漠化保护的关注背后，反映了

人们对于了解自然、保护自然、

接受自然教育的巨大需求。”阿

拉善 SEE 生态协会副会长、SEE
基金会副理事长张立表示，公众

的需求给“一亿棵梭梭”项目未

来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未来十年，一亿棵梭梭项

目将从阿拉善地区拓展到我国

西北受荒漠化影响地区，从恢复

林草植被拓展到服务于荒漠生

态系统的保护行动。”在“一亿棵

梭梭”项目十周年主题活动现

场，SEE基金会秘书长杨彪发布
了项目未来十年的工作重点。

“这些成就不是民间组织

参与荒漠化防治工作的终点。

待社会化参与的民间环保公益

平台搭建后，荒漠化防治工作

可以再往前推进。”对于“一亿

棵梭梭”项目下一个一年，张立

充满期待。 （王勇 ）

“一亿棵梭梭”项目十年募集善款超 4亿元
推动超6亿人次参与

最近几个月，由阿里影业和

阿里巴巴公益共同发起的淘票

票星光点点公益放映在全国 11
个省 510余个乡村，播放仍在院
线热映的《长安三万里》《超级飞

侠》《长空之王》等电影 509场。
接来下，淘票票星光点点公益放

映还将覆盖陕西佛坪、河北巨

鹿、江西寻乌、青海平安、甘肃礼

县、云南澜沧、贵州雷山、四川凉

山等县域，覆盖 10余省市 1000
个乡村 10万人次村民，让从来
没有走进过电影院的乡亲们看

上最新上映的电影。

在阿里巴巴乡村特派员王

尚念看来，淘票票星光点点公

益放映之所以能受到乡亲们欢

迎，在于它弥补了原有体系的

空白。

王尚念是阿里巴巴派驻陕

西省宜君县的乡村振兴特派员，

接到阿里影业送电影下乡的好

消息，他就开始下乡调研。调研

中他发现，虽然县里有农村公益

电影及服务站，每年 4、5月份到
10月都会在村里放映电影，但放
的电影相对比较老，村里人想看

最新上映的电影，需要开车几个

小时专门跑到西安去，因为全县

没有一家电影院。

阿里影业负责星光点点公

益放映活动的张莹表示，一直以

来，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深受农村

地区居民喜爱，但偏远农村地区

要在商业院线下映后半年左右

的时间才能看到新影片，使得乡

村和城市之间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差距过大。“最新影片在乡村

同步公益放映，能够扩大并推广

电影作为文化作品的普惠价值，

有效缩短两者文化差距，助力乡

村文化振兴。”

据了解，近几年阿里影业和

国内优秀影视公司合作，参与出

品了《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医生》和《独行月球》等具

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的影片，

并将这些有新时代精神的热映

期优秀影片同步组织乡村公益

放映，弥补了原有的遗憾。

村里开始放新电影，除了看

电影的人高兴，同样高兴的还有

放电影的人。宜君县农村公益电

影及服务站共有 10 名放映员，
因为新电影的火爆放映，放映员

最近特别兴奋，干劲十足。“来看

电影的人多了一倍，家家户户早

早就等在村里，爬上围墙看。”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帮村民

把农产品卖出去，让他们生活富

起来，也要让他们的精神富起来。

在王尚念看来，这件事情更重要

的价值是让老乡们看到不同的社

会力量都在关注他们，让老乡感

受到温暖。“乡村肥沃的土壤不仅

能产出一饭一蔬，更能滋养活力

满满的特色文化，哺育乡村振兴

的精神力量。” （皮磊）

近日，北京陈江和公益基

金会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在北京签署医学项目捐赠协

议。此次捐赠将主要用于在清

华大学设立陈江和医科讲席

教授席位，促进医学人才建

设。同时，项目还将支持清华

医学医师科学家发展中心

（CPSD），助力医学生、医生科
学研究能力提升。

金鹰中国董事长陈昱廷表

示，清华大学新近建立的医学院

整合了强大的理工科优势，融合

了丰富的临床医学资源，是医工

结合的创新和典范。北京陈江

和公益基金会愿以此次捐赠为

契机，不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医

学合作，支持学校引进和培养更

多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胜任力

的优秀人才，为清华大学开展高

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和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提供助力。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

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邱勇谈道，

清华大学当前处在新的发展阶

段，学校进一步开拓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将医学学科发展作为工

作重点。面向未来，清华大学将

坚持聚焦学科前沿和关键领域，

进一步深化医工交叉融合，加快

推动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希望

与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长期

携手合作，加快医学高层次人才

培养，共同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贡献力量。

据了解，陈江和基金会由爱

国华侨、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及

夫人黄瑞娥于 1981年在印度尼
西亚设立。2018年 12月，北京
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注册成立。近

年来，基金会秉承通过支持教

育、提升能力、改善民生，为减少

贫困做出贡献的宗旨，以多种

形式支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

展，包括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开展“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人才培训项目；实施“慧

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在

雪灾、地震、疫情等灾难发生时

提供紧急援助等，产生了积极的

社会影响。 （高文兴）

近日，中国绿化基金会“湿

地精灵守护计划”项目正式启

动。据中国绿化基金会副秘书长

缪光平博士介绍，近年来，中国

绿化基金会先后在上海崇明东

滩、江西鄱阳湖、安徽菜子湖、北

京野鸭湖、江苏盐城湿地、河北

衡水湖、福建闽江河口、辽宁辽

河口、山东黄河口等地开展湿地

保护和生态治理修复工作，取得

了积极进展。此次，为了更好地

保护丹顶鹤及其赖以生存的湿

地生态系统，回应捐赠企业的参

与意愿，中国绿化基金会启动

“湿地精灵守护计划”，努力寻求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构建丹

顶鹤保护网络。

缪光平表示，中国绿化基金

会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携手，改善

丹顶鹤赖以生存的湿地家园，守

护湿地精灵，共创全球鹤类保护

新局面，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更

大贡献。

据介绍，中国绿化基金会将

以黑龙江扎龙、吉林向海、辽宁辽

河口、山东黄河三角洲和江苏盐

城等湿地为主阵地，通过种群监

测、栖息地修复、公众体验和志愿

公益行动等措施，从科学保护和

公众宣教等途径，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外部联系，注重广泛宣传，

促进国际合作，引导社会各界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守

护丹顶鹤，守护湿地家园，将“湿

地精灵守护计划”打造成专业性

强、参与度高、影响力大的公益项

目，打造濒危珍禽保护的成功案

例，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发挥

新的更大作用。 （高文兴）

构建丹顶鹤保护网络

中国绿化基金会启动“湿地精灵守护计划”

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签署医学项目捐赠协议

同步公益放映1000场院线电影

阿里影业： 让村民的生活和精
神都富起来

捐赠人与志愿者等参与“一亿棵梭梭”项目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