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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科普联盟主办的“2017中国石油
和化工行业科普论坛”近日在京举
行。论坛主题为“化工让生活更
美好”。

原化工部副部长、中 国 石 油
和 化 工 科 普 联盟名誉主席李勇
武表示，要围绕化工、环境保护等
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主动、及
时、准确发声，为公众解疑释惑，揭

示科学真理，普及科学知识，让科
学“跑”在谣言前面。业内企业应当
成为科普工作的主体，主动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与媒体、社区、公众
坦诚沟通，向社会公众宣传化工，普
及化工知识，展示化工新形象。

论坛上，专家们还就《科学认
识和评价化肥》《绿 色 农 药 的 研
发 现 状 和 发 展 趋 势》等作了科
普报告。 王晓玲

中国石油和化工科普论坛在京举办

主动准确发声 普及化工知识

让孩子感知“生命之水”
无锡锡山区开展环境科普课堂

新鲜速递

感受湖湘文化感受湖湘文化 体验环保游学体验环保游学

99名初中名初中生生““走读湘江走读湘江””
◆本报见习记者文萍

“走读湘江”是由湖南省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指导，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的
一次绿色游学活动。6月底，9名分别来自青竹湖
湘一外国语学校、长雅学校、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等学
校的初中生，开启了他们独特而又难忘的9天考察湘
江之旅。

2013 年 9 月，湖南省将湘江保护与
治理列为“一号重点工程”，4 年来，湘江
的保护治理工作成效显著，9 名中学生
也亲身感受到了湘江治理带来的变化。

在中国科学院洞庭湖湿地生态系
统观测研究站，队员们了解了东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源概况，对这里
丰富的生物样本叹为观止。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美景，激发了他们投身环保
志愿活动的热情。

而这样的感动，贯穿在活动的全过
程。在周敦颐后裔百年院落、江永女书
生态园、石鼓书院等湘江流域孕育的湖
湘 文 明 之 地 ，队 员 们 都 被 深 深折服，

“‘走读湘江’，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湘江
孕育的湖湘文化，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保
护母亲河对湖南的重要性，我们都愿意
贡献自己的力量。”几位同学纷纷表示。

队员郑展翅说：“看到政府与民间
环保人士为保护湘江所付出的心血，再
加上全社会的努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
信，不久的将来，湘江一定会治理好，环

境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尽管 9 天的时间不算长，9 个人的

力量也很微弱，这只是很小的一步，但
只要我们浸润了河流的力量，学会坚
持，学会从小事做起，不管将来我们去
往何方，都能不忘初心，将小流汇聚成
江海，让河流的力量不止于一次行走，
而是绵延到遥远的将来。”队员们在最
后一天的走读日记中这样写道。

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高级
项目官 员 颜 润 向 记 者 介 绍 ，首 期“ 走
读 湘 江 ”队 员们已将本期绿色游学活
动中的见闻记录下来，他们会根据这些
笔记撰写调研报告，并向相关 政 府 部
门提交社会实践报告，为守护湘江尽
一份力。

此外，队员们还决定发起成立一个
中学生环保社团，在校内宣传环保理
念，培育湖湘青少年环保力量。今后，
湖南环保联合会将继续举行“走读湘
江”绿色游学活动，让更多中学生亲身
感受湘江文明，投身环保公益事业。

6月23日｜在湘江的源头，采集一瓶带着体温的水样

一 大 清 早 起 来 ，窗 外 下 着 蒙 蒙 细

雨。尽管还睡眼惺忪，但我们每个人都

掩盖不住内心的跃跃欲试。车辆在崎

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几十分钟后，一块刻

着“湘江源”3个大字的石碑跃入眼帘。

从《水经注》伊始，千百年来，人们

都认为湘江的源头在广西。甚至建国之

后，《新华字典》中仍然认为湘江出自广

西。然而，蓝山县文联主席李贵日一直

坚持不懈探索，在他的倡议下，2013年经

国家权威部门认定，将湘江源改回了蓝

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对源头的追

寻，也是对这种坚持的回应。

没有多做停留，我们继续前行。阵

雨方歇，山中云雾缭绕，万籁俱寂，只听

见溪水盘旋而下之声。即便疲惫，也没

有 一 个 人 抱 怨 ，大 家 都 只 是 静 静 地 攀

登、再攀登。

“就在这儿采水样吧。”不知过了多

久，领队招呼道，我们抬起头来，才发现

溪流已近在眼前。乱石林立，我们只好

艰难地在其中穿行，而不知何时重新下

起的小雨，更为我们采集水样增添了难

度，但盛水的玻璃瓶始终被我们小心翼

翼地护在手中。

总算有人下到了溪边，玻璃瓶被传

向前方，我们提心吊胆地望着流进瓶内

的水，生怕手一滑就前功尽弃。所幸没

有发生意外，装着水样的玻璃瓶再次在

我 们 手 中 传 递 ，带 着 我 们 每 个 人 的 体

温。一时间，山间下着的细雨仿佛也可爱

了许多。

回到驻地，每个小组都进行了水质检

测。无论是 pH试纸、氨氮或是COD，结果

都出奇一致：这是相当纯净的Ⅰ类水。

望着这瓶水，我们陷入了沉思。源

头的水如此清澈，流入洞庭湖的湘江仍

然千疮百孔。

让湘江水变得更加清澈，我们能做

些什么？

【走读日记】

“保护母亲河，我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别看 9 名“走读湘江”队员年纪都
不大，但他们热爱环保，也关注着湘江
这条母亲河。其中 7 名学生，早在 2015
年就曾实地探寻过湘江源头。

队员曾晨希，小学 5 年级时就开始
热心环保公益活动，荣获长沙市优秀青
少年志愿者称号。今年，她看完《黄河
之旅》一书后，萌发了探寻湘江的念头，
得到了母亲程蓓的支持。程蓓在朋友
圈中发出倡议，没想到两天的关注数量
就突破两千人次。于是，她联系了湖南
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策划了这
次“走读湘江”活动。

“让湘江水一点一滴变得更加清
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这一次，他们
带着思考，以湘江流域生 态保护与历

史文化为主线，以永州蓝山县的湘江源
为起点，一路途径永州、衡阳、株洲、湘潭、
岳阳以及长沙等6个湘江流域城市。

活动负责人何建军介绍，队员们在
9 天 2000 多公里的行程中，探访湘江
源、湘水与潇水汇合处、东洞庭湖等 15
个地点，造访湖南 4 大书院，考察衡阳
水口山、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等厂矿区，
并在专业环保人士的指导下，用专业工
具对 7 处水样进行水质检测，撰写环境
研究报告，记录游学体验。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队员
郑展翅说，“以往的学习大都是在书本
中，这次是边走边看边体验，学到了很多
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段游学经历改变
了我的环保观，我将一直坚持下去。”

“这段游学经历改变了我的环保观”
“十分过瘾，比课堂上学得更丰富更扎实”

在矿厂、冶炼企业和工业区考察，
了解企业排污标准和治理现状，到污水
处理厂体验污泥去除工作，深入垃圾焚
烧发电厂了解发电过程，参观环保科普
教育基地，坐船到洞庭湖小岛上感受生
物多样性……队员们直呼这样的游学

“十分过瘾”，比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更
丰富、更扎实。

在污水处理厂参观污水处理流程，
队员们看到了利用紫外线进行杀毒的
紫外光消毒池，还有将多余的微生物尸
体去除的污泥脱水间，这让他们深切感
受到了科技在环保领域中发挥的巨大
作用。“有了科技为环保事业保驾护航，
工业流程实现无污染，就不怕护不住我
们的绿水青山。”队员刘嘉仪、谭仁韬、
曾依琳的“走读日记”中这样写到。

刘嘉仪告诉记者，洞庭湖的一位江

豚保护志愿者，为他们讲述了江豚的灵
性以及面临的生存困境，对她触动很
大。“志愿者说，他小时候，洞庭湖还生
活着 140 多种鱼类，现在却只有 40 多种
了，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回去后我要多
向同学们讲述我的所见所闻，让大家都
加入到环保志愿者的行列。”

让各位队员倍感欣喜的是，沿途各
市 州 政 府 对 他 们 的 到 来 表 示 热 烈 欢
迎。在永州、湘潭、衡阳等市，环保部
门、水利部门的负责人、甚至市长都现
身座谈会，不仅详细介绍了环保工作形
势，还耐心回答了队员们的“中学生如
何参与环保工作”“经济发展与环保生
态如何平衡”等问题。

“有了‘大人物’们的肯定，我们更觉
得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是值得的。”
曾晨希等同学说。

近年来，桂林市临桂中学充分发
掘深厚的历史积淀，积极打造绿色生
态的校园文化，形成了高质量、高品位
的育人环境。

临桂中学于 2016 年被命名为“国
际生态学校”，无论是校园环境还是对
学生的环境教育，学校始终遵循“生态
建设”的理念，通过开展环境教育系列
活动，形成了生态道德、绿色教育的校
园文化。

承包种养绿地，播种感恩之心

桃树、松树、桂花树,走进临桂中
学，处处绿树成荫，教学楼在绿色的簇
拥下，愈发显得生机盎然。

学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生
进行环境教育。临桂中学副校长虞
小 燕 介 绍 ，临 桂 中 学 校 园 占 地 面 积
145 亩 ，建 校 至 今 ，学 校 没 有 聘 请 过
一 个 绿 化 工 人 ，都 是 师 生 自 己 动 手
美化校园。

虞小燕指着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植
区说：“学校把校园划分成 42 个环境
清洁区和绿化保护区，每个班级都有
包干区和劳动协作区，学生全面负责
承包区域的清洁及管理。”

在教学楼顶的天台上，上千平方
米的空间就是一个大菜园。虞小燕
说，这些都是老师带领学生种植的，不
仅美化了校园，果实还可以给学生食
用。棚顶上面挂满了彩灯，到了夏天
晚上，学生们还会在这里进行一些学
习讨论。

“在承包地上，学生可以自由种植
蔬菜瓜果，每个班级还有一棵认领的

小树，学生们为小树取了名字，写上一
段深情的寄语，毕业后再 把 它 移 交 给
师 弟 师 妹 ，如 此 将 绿 色 环境教育理
念不断传递下去。”学生会会长周清云
介绍说。

结合文化理论课的学习，把环境
科学知识和相关的思想道德伦理教育
渗透到学科教学过程中，学校将一颗
感恩之心植入了学生的心灵深处。

谈及生态课堂，政教处白俊老师
说：“把生态教育融于课堂，教会学生
对环境、对人生的思考及探索，不仅实
现了教师与学生、学校与社会持续和
谐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校园文化品

位和道德教育品质。”

携手绿色助学，构建爱心桥梁

临桂中学的校园十分整洁，几乎
看不到一点垃圾。虞小燕说，这跟近
年来学校成立的“废旧回收站”不无关
系。学生把平时收集来的废品如矿泉
水 瓶 等 积 累 起 来 ，放 到 学 校 的 回 收
站 ，卖 废 品 的 钱 则 用 来 帮 助 贫 困
生 ，同 时 奖 励 那 些 积 累 废 品 多 的 班
级 。 这 样 一 来 ，学 生 回 收 废 旧 物 品
的积极性很高。

学生们还自发成立了菁菁环保社

和暖风基金会，负责将食堂、办公室里
的废品进行处理；将每年高考后毕业
学生的旧书进行义卖，所得资金用于
资助本校的贫困学子，让他们得以顺
利地完成学业。

“暖风基金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
废旧回收、慈善捐款，让贫困生得到更
好的帮助。在学校老师的支持下，不
仅给需要帮助的同学带来了关爱，也
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给予了力所能及
的帮助。”暖风基金会社长申强说。据
统计，社团已经帮助了贫困家庭的学
生 400多人次。

此外，学校还先后开展了巧手改
造活动，让废旧品变为工艺品，通过旧
物交换、爱心商品义卖等，让学生在商
品交换中学到与人交往以及低碳消费
等方面的知识。

依托校园环保节，争做绿色使者

如何进一步丰富校园绿色教育的
内涵，国际生态学校项目为临桂中学
提供了机遇和发展平台，并拓宽了环
境教育的思路。

学校把每年的 5 月定为环保月，
通过环保征文比赛、环保知识答辩赛、
演讲比赛、环保创意大赛、保护母亲河
征文比赛等，教育广大师生从身边做
起、从小事做起，争当环保先锋、节能
表率、绿色使者。

此外，班主任津贴、评优都与生态
道德教育挂钩，通过环保节活动，带动
了环境保护的宣传，使每一位师生都
能自觉地树立环保理念。

学校还将一系列教育活动深入到
校外及群众当中，开展小手拉大手活
动。师生们走街头、下村庄，充分利用
自然生态环保基地开展教育活动，用
简单通俗的文艺表演，呼吁大家行动
起来，共同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让天
更蓝、水更清的环保理念植入百姓的
心间。

“临桂中学的育 人 环 境 是 美 的 ，
而 比 环 境 更 美 的 是 通过各个学科把
生态文化植入学生的心灵，唤 醒 更 多
学 生 自 觉 保 护 环 境 。 这 种 美 化 校
园、修养品德的育人理念，将引领着我
们的学生走向更高的人生目标。”虞小
燕说道。

本报讯 中 华 环 境 保 护 基 金
会和霍尼韦尔（中国）公司近日启
动了“涓流计划——霍尼韦尔安
全饮水教室”项目，今年将资助 5 所
村镇中小学，让千余名师生在新
学期能够喝上安全方便的饮用水。

“霍尼韦尔安全饮水教室”将
选择有需要的村镇中小学，由公益
项目组“霍尼韦尔家园建设计划”
提供资助，根据当地的水源和水

质情况，定制安装饮水设备和配
套设施，设立专门的安全饮水教
室，为师生们提供冷热直饮水，同
时开展安全饮水和节约用水的科
普教育。饮水设备和配套设施的
后续维护均由霍尼韦尔公司承担。

“涓流计划”公益大使、艺术
家姜昆表达了对项目的支持和赞
赏，鼓励项目组把活动做大做好。

鲁昕

本报讯 湖北省 湿 地 保 护 基
金会近日举办首届湖北省湿地
保 护 教 育 培 训 班 ，来 自 全 省 10
个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
和 22 所中小学的 58 名校长、主
任、宣教干部和骨干教师参加了
培训。

多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湿地
知识、湿地教育的理念、湿地教育
课程的设计以及户外实践活动等
内容进行教学。经过 3 天紧张而
又丰富多彩的学习，学员们感到
受益匪浅。

此次培训强调课堂教学与户
外活动相结合，用大量的时间开

展观鸟、自然体验、实地考察等户
外教学活动。培训实现了湿地自
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与中小学校
的有效对接，有利于双方优势互
补，也为他们搭建了交流共建的
平台。

湖北省湿地保护基金会理事
长侯开举表示，希望通过培训、开
发全省通用的湿地教材、实现湿
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与学
校 对 接 等 一 系 列 措 施 ，使 湖北
省的湿地教育逐步走上规范化、
多样性、常态化的发展轨道，为推
动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和湿地保
护事业做出贡献。 徐大鹏

让中小学校长了解湿地
湖北举办湿地教育培训班

“涓流计划”项目启动
将资助 5所村镇中小学喝上安全水

让学生成为美好环境的践行者让学生成为美好环境的践行者

““走读湘江走读湘江””队员把在湘江源采集的水样捧在手里队员把在湘江源采集的水样捧在手里。。晚稻摄晚稻摄

校园内外

◆本报通讯员蓝皓璟

本报通讯员沈菲 记者闫艳
无锡报道 由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锡山区环保局和锡山区教育局联
合开展的“青少年环境知识科普
课堂——生命之水”宣传活动近
日启动，共有18所学校参与其中。

“面对生活中众多的包装饮
用水，我们该如何选择呢？”在无
锡市柏庄实验小学五（1）班课堂
上，主讲老师缪琛组织同学们用
一组有趣的实验来分辨天然水与
纯净水的差别。通过老师深入浅
出的讲解，学生们真正感受到保

护水资源要从我做起，从力所能
及的小事做起。大家踊跃地交流
了自己的节水小窍门，不少同学
还准备将多余的实验试纸带回
家，与家长互动实验，带动全家
齐上阵参与节水环保行动。

“科普课堂”旨在向青少年宣
传水知识，传播节水爱水理念，让
学生带动家 庭 ，家 庭 带 动 社 会 ，
形 成 人 人关心环保、参与环保的
良好氛围。 今 后 ，锡 山 区 环 保
局将继续与教育部门一起总结
经验，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