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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对于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对于一亿棵梭梭项目，
都是承上启下、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 二十年前，2004

年，在腾格里沙漠月亮湖的蒙古包里，近百名企业家达成对于环境责任
的集体共识， 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环保公益机
构———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 SEE”）；十年前，2014
年，基于前期 10 年荒漠化治理的探索实践，发起“一亿棵梭梭”项目，联
合当地政府、牧民等各方力量，恢复荒漠植被，重建生态屏障。

阿拉善 SEE 会员亲手种下一棵棵树苗，开启“一亿棵梭梭”项目的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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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万里为千余名烈士“寻亲”
吸纳全国各地 400 余名志

愿者组建烈士“寻亲”志愿团队，

累计到访 25 个省份、7 个国家，
收集整理 724 座烈士墓地 3 万
余条烈士信息，帮助 1460位烈
士成功找到家人……

作为一名“85后”，浙江省宁
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

长孙嘉怿，将多年的青春时光，

献给了“为烈士寻亲”这份志愿

服务事业。

在 20多岁时，孙嘉怿和不
少同龄女孩一样，喜欢将许多时

间和精力用在买好的化妆品和

名牌包上，觉得只有那样做，才

能让自己“美”起来。

2006年，一次关爱老兵的志
愿服务活动，让孙嘉怿的这种观

念发生了改变。

“当时，我需要帮助老兵们

洗手。”孙嘉怿说，接触老兵们手

的那一刻，她大受震撼，“他们的

手上基本都是厚厚的老茧，有的

人手关节已僵硬不灵活，有的人

手指都少了好几根”。

孙嘉怿有点“看不下去”，从

那时起，她便想要为军人、为老

兵这个群体做点什么。

她不再每天只盯着化妆品和

名牌包，而是开始花时间频繁地

去看望老兵，找老兵聊天。从他们

口中，她听到了很多以前从未了

解过的烈士故事。“烈士”二字在

她心中的分量，一天比一天深刻。

2012年，新婚的孙嘉怿和丈
夫开始了蜜月旅行。出乎所有亲

友意料的是，他们没有把目的地

选在旅游胜地，却选在了云南边

境的烈士陵园。

“许多人不理解我们的选

择，我们却觉得这一趟旅行非常

有意义。”孙嘉怿说，半个月的时

间里，她和丈夫跑了 10多座烈
士陵园。她发现，许多烈士牺牲

时并没有留下名字，即便是有名

字留下，好多陵墓也无人祭扫。

从云南回来后，她决定发动

社会各界力量，为战争年代牺牲

的烈士寻找家人、为烈士家属寻

找亲人墓地。2017年，在不少志
愿者的帮助下，孙嘉怿正式发起

“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项目。

要为烈士找到亲人，查到准

确的信息是前提。然而，在兵荒

马乱的战争年代，许多烈士的埋

葬地点很难确认。去哪里查？又

从何处入手去查？

“一开始，我们没有什么‘高

明’的办法，就是下‘笨功夫’。”孙

嘉怿透露，她和同伴们要么在各

种军史、战史、英烈书籍中寻找线

索，要么就上网找资料，或者去问

老兵及相关部门，把可靠、有用的

信息一条一条整理出来。

经过努力，孙嘉怿和她的团

队如今已建立了一个包含数万

条烈士信息的数据库。数据库信

息被细致地分成姓名、出生年

月、牺牲时间与地点等多项内

容，孙嘉怿把这些信息装在一个

移动硬盘里，每天随身携带。

“现在如果有烈属向我们求

助，我们最快在两分钟内，就能

初步找到烈士安葬的地点。”孙

嘉怿说。

“您好，我是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人，我太爷爷的侄子是烈

士，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安葬在哪

儿，您能帮帮我们吗？”

今年 4月中旬，孙嘉怿的手
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微信消息。

有人给她留言，说偶然找到了其

太爷爷的相关证件，发现有位亲

人是烈士，牺牲在河南许昌。

孙嘉怿第一时间联系了“我

为烈士来寻亲”团队在许昌的志

愿者刘宇辉。一天后，刘宇辉就

找到了这位烈士的安葬处。

听到消息，烈士家属激动万

分，在微信群里发言说：“你们做的

事情很有意义！实在感谢你们。”

这样的“寻亲”故事，孙嘉怿

几乎每天都在经历着。

“现在，除了帮烈士‘寻亲’，

我们还为烈属提供许多力所能

及的帮助，如帮助烈士修复遗

像，为烈属代祭扫、修遗物等。”

孙嘉怿说，现在的她觉得，真正

的青春之“美”，就应该闪耀在祖

国大地上，闪耀在为社会奉献的

事业之中。 （据新华社）

阿拉善“一亿棵梭梭”下一个十年启程

2024年 5月 2-4日，来自全
国各地的阿拉善 SEE 企业家会
员及亲属、媒体、志愿者百余人

相约阿拉善 SEE 乌兰布和生态

教育示范基地，共同开启“闪亮

青春 奔向未来”2024 年一亿棵
梭梭春种活动，一同挥洒汗水、

播种绿色希望。

阿拉善 SEE 乌兰布和生态
教育示范基地，是为减少阿拉善

盟境内乌兰布和沙漠及生态退

化对黄河的影响、加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在乌兰布和沙漠沿黄

河区域重点打造的以生态治理

为核心，集科研、公众环境宣教

为一体，基地占地 0.65万亩，于
2021年开工建设，截至 2024年 4
月，基地累计投入资金约 2616万
元，以“工程固沙+生物固沙”结
合的治理模式，铺设草方格沙障

4035亩，栽植苗木 34万穴。
阿拉善 SEE 会长周洲在致

辞时表示，作为阿拉善 SEE荒漠
化防治业务方面的新尝试和现

有治理经验与模式总结和提升，

通过开展乌兰布和沙漠典型沙

化区域生态治理、公众生态教育

等模式集中示范，以达到促进区

域生态环境恢复与改善。

“在各界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下，一亿棵梭梭项目自 2014年启
动至 2023年底，共募集社会资金
超 4 亿元，总共种植了 8093.87
万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

一亿棵梭梭项目目标基本达成。

同时，我们在过去经验的基础

上，一亿棵梭梭项目也正式升

级，将项目区域由阿拉善地区拓

展至内蒙古自治区乃至我国西

北五省区的重点沙化区，计划再

种植一亿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

生植物，将‘阿拉善’经验向更广

泛的区域推广，扩大整体生态效

益。”周洲说。

现场，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

陈君来，阿拉善 SEE会长周洲、副
会长肖南，内蒙古中心主席周玉

斌、珠江项目中心会员张文斐，牧

民代表、阿拉善盟左旗吉兰泰镇

巴彦乌拉嘎查书记潘多云共同启

动 2024梭梭春种活动。
启动仪式后，参加活动的人

员按蓝天队、碧水队、黄河队、未

来队 4支队伍分组，进行了梭梭
种植体验。各支队伍成员互相配

合，挖坑、浇水、提苗，种下梭梭、

沙拐枣、沙柳、花棒等苗木，为基

地增添绿色。随后，4支队伍徒步
2.5公里，完成了荒漠植被科普
通关游戏。

此次春种活动中，参与人

员还共同在阿拉善左旗巴润别

立镇孟根塔拉嘎查“节水小米

项目种植地”体验了小米春播，

品尝了多样的小米产品，深刻

体验到节水小米对保护水资源

的重要性。

从 2009年开始，阿拉善 SEE
在内蒙古干旱地区积极探索新

的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模式，推

广种植沙漠节水小米等节水作

物以及节水技术，减少农业活动

对地下水的开采，用公益补贴的

方式带动当地农户参与节水农

业，帮助农户拓宽收入渠道。

通过推广节水作物、节水技

术来减少农业活动对于地下水

的开采，同时联合当地政府职能

部门共同推动相关节水政策的

落实，维持阿拉善绿洲农业区地

下水采补平衡。自 2014 年至
2023年底，已累计推广节水小米
2271.72公顷，参与农户 759户。

正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原亚太协调处处长杨有林在

春种活动之前的科普讲座时所

说，作为非营利民间团体，阿拉

善 SEE的努力、贡献及经验值得
推广，“服务并配合国家以往的

防沙治沙、防治荒漠化、逆转土

地退化以及帮助受危害地区农

牧民精准脱贫的战略，在区域沙

漠环境治理、沙漠生态保护、沙

区植被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且

有目共睹的贡献；同时，专业的

宣传、符合地情的动员、脚踏实

地的行动、知行合一的示范项

目，这些都是阿拉善 SEE独到的
经验，在国际环保舞台都受到认

可和赞赏。” （高文兴）

孙嘉怿给烈士后代送去志愿者修复的烈士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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