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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自在之有
接到上海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们递来的名片时，起先并未感觉异样，只觉得拿在

手里只是薄薄的一层。仔细一看，这张名片很特别，有两张普通名片的大小，名片的边
缘都略微有些不规整，像是手工裁剪的，翻到反面来看发现一些不相关的文字，才明
白这原来是废纸的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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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感化为行动力
上海自然之友是国内成立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上海小组，成型

于2008年，一直致力于上海地区的生态环保工作。理事沈亦可介绍说，自然之

友的愿景，是希望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分享安全的资源和美

好的环境。因此，自然之友所做的，就是成为一个能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平

台，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自觉的行动。

自然之友的志愿者们活跃于自然体验项目、公众参与项目、低碳饮水项目、

酵环自然工坊等自然之友发起并践行的各类项目中，倡导垃圾分类，开展自然

教育，推动公众参与，提升环保意识。他们在自然体验项目中，带上孩子们，一起

走进大自然，闻知土的气息，触摸花的质感，聆听鸟的欢鸣，感受人与自然的和

谐；在公众参与项目中“为城市测体温”，测量交通空间、商场、影剧院等41处公

共建筑的环境温度，为节能减排调研、谏言；在低碳饮水项目中，倡导安装终端

净水设备及中水回用，让大家不论在室内还是户外都能饮用安全的直饮水；在

酵环自然工坊中，将果蔬厨余垃圾转化为环保酵素，替代化学洗护、除臭、清洁

用品等。

环保，在每个人心中发酵
参与度最高的酵环自然工坊已经培养一批环保酵素的“粉丝”，项目主任

郭入萁说，因为制作酵素非常简单，连五六岁的孩子都能做到，参与度自然就高

了。而且环保酵素的原材料就是新鲜的植物垃圾，通过简单的步骤就能将其化

废为宝，“环保酵素里绝大部分都是有益菌，用1份洗涤剂，1份环保酵素，8份水

的比例混合后密闭存放一天就可使用，可减少化学品对人体的不良影响和对环

境污染。”郭入萁经常带领志愿者团队深入社区，推广和普及环保酵素的制作

与使用方法。制作环保酵素不仅能提高垃圾的可回收率，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力

行改变一次性消费习惯，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注重生态生活方式的环保达人。

有着多年从事化学实验工作经验的沈亦可还介绍说，如果使用得当，环

保酵素还有助于降低PM2.5，“从理论上讲，喷水是能够降低空气里的颗粒度

的，当湿度回到原来的状态时，随着周围环境的影响，他的颗粒度也会回到先前

的程度。这说明，水可以让空气里的细颗粒物沉降，不能分解，但用环保酵素喷

雾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这仍需要通过繁复的实验来向公众证明，沈亦可期待愿意承担环境保

护公民责任的伙伴们能加入进来，一起为自然之友助力。“每次活动我们都能

招募到大量的志愿者，自然之友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欢迎更多的人加入进

来，希望能反映社会和公众的意愿。”在多年的环保实践中，沈亦可发现大多数

的人其实缺乏对大自然的了解，“我们需要去补课，因为有些观念是受知识影响

的，没有相关方面的知识可能就无法培养人们的观念。所以，我们在做一些科

普，希望把这些观念、理念传导给大家。”让这种理念通过自然之友的会员们来

影响志愿者，再通过志愿者影响更多的普通人。

创新NGO，get起来！
我们能为环保和公益做的绝不仅仅只是声援和围观，只需要想法上

的一点创新和改变，或是转换一种视角，你会发现还有很多好玩、有趣的
方法能参与到环保之中为我们的自然家园做点事。越来越多的社会创新
组织和NGO们已经在行动了，看看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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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持续到永续
朱雅文和她的美国男友Thomas来到杭州富阳的一个小山村里开垦造林，成立了

“杭州朴门”。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果树、灌木和爬藤作物，它们按照自然法则愉快地

生长。如果成功的话，他们将打造出国内第一个“食物森林”。

两人带来的这一理念叫做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是永续文化(permanent 

culture)与永续农业(permanent agriculture)的结合，是基于“照顾地球”、“关怀人类”、

“公平分享”三大原则的效法自然的设计系统。 

朱雅文在泰国、美国和中国学习并实践自然建筑。个人专长是生态建筑设计、自然

建筑建造、有机蔬菜种植。现负责杭州朴门生态建筑、自然建筑设计，森林菜园的设计

与管理。而Thomas也是资深朴门永续设计师，与伙伴在国内各个省份巡回做演讲、教

学、设计、建立朴门系统模型和示范点。

朱雅文和男友都取得了朴门教师资格证，他们已将永续设计和自然建筑的概念教

授给全国两百多个学生，Thomas和朱雅文经营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基地，为小户、大户

和整个社区做整体设计，有在国内外实践自然建筑的经验，并首次在国内分享他们自然

建筑的建造、施工和自然建筑设计理念。

工作坊运用参与式学习方法，一起动手学习垒火箭炕内部管道、一起制作土团将

火箭炕塑造成有自然线条艺术感的沙发……他们一起为可持续生活努力，打造自己所

追求的生活。

我们的家园依山傍水
根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自然保护实践，推动中国走向生态公平的本土民间自然保护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于

2007年，简称“山水”。他们的工作扎根于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三江源和西南山地及澜沧江流域，包括青海、四川、甘

肃、陕西、云南，雪豹和大熊猫的栖息地。

山水支持当地人自发的保护行动，并派遣经过专业导师培训和指导的项目研修生和研究员深入当地实践，维护和改

善当地的自然家园。

来自青海玉树的尕松成为了家乡的研修生，他带着想为改善家乡垃圾污染的愿望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治理工作。他和

当地的保护协会每个月一起捡一次垃圾，原本不重视环境保护的乡亲们看到了说：“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后来越来越

多的人被带动了起来，现在，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人自愿加入协会，招募了200多个会员。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研究员刁鲲鹏在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担任白熊坪保护站站长，作为野生动物行为生态学保护专

业的科班生，他的梦想就是回归自然，和动植物一起相处。他和志愿者们一起开展了科、巡、教三种形式的大熊猫及其栖

息地自然系统的保护工作，虽然条件艰苦，但还是带领着团队乐在其中。他说，“公益组织的难题是：创立之初的工作人员

走了之后，很多资源和工作方法就没有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山水的理念是扶持当地的守护者力量”。

山水还开展了一些碳汇减排项目，影响公众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引导有奉献精神的人直接参与进来。

一本日历告诉我们的事
作为一家致力于科学传播的网站，果壳网取得了高度的声望和口碑，他们也在履行

自己的社会责任，为树立公众的环保意识做了一番努力。果壳团队在去年年底推出一本

附有53张手绘生物写真和365篇物种介绍的《城市物种日历》。

项目团队的编辑老猫认为，做环保，不是光凭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事情，如果着力

不当，可能还会起反作用，所以，必须要有科学依据，有数据有理由地去做一件事情。因

此，他们决定从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东西——博物学入手，来和大众进行知识和理念的

分享。“去传达一个反直觉的东西需要很强的推动力，所以与其大声疾呼，我们更愿意

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些潜移默化的事情。”

他们并不在乎《城市物种日历》能创造多少的商业成就，老猫说，他们真正在意的

是可以通过这本日历去传达的东西，“在用户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希望一年过后，大家

能够在日积月累的影响中接受这个理念，让公益的种子生根发芽。”

环保，我们能做什么？

→少用一个塑料袋可以减少碳排放0.1克；

→少用10%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能减碳10.3万吨；

→使用节能灯，每分钟比普通灯泡节电80%，节碳30克；

→不吃野生动物，不用野生动物皮毛；

→如果在五公里范围内出行，试试乘坐公交、骑自行车或拼车；

→如果开车，发动机空转不要超过30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