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地文心——第二届生态文学作品征文启事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

绵延 5 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
生态文化。为进一步繁荣生态文化，培
育生态价值观，推动生态文学创作，中国
环境报社正式启动“大地文心——第二
届生态文学作品征文活动”。

主题内容：
作品应紧扣时代脉搏，具有深刻的生

态思想内涵，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热
爱自然的理念和精神，以纪实的方式反
映和反思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讴歌
绿色发展理念带来的生态之美和可喜的

环境变化，充分展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征文体裁：
包括短篇报告文学、散文、评论。报

告文学 3500 字以内，散文 2000 字以内，
评论 1500 字以内。

来稿要求：
（1）注重文学品质和故事性，主题鲜

明，真实生动，文笔细腻流畅。
（2）要求原创、未公开发表，如因抄

袭、盗用他人作品或歪曲事实等情况产

生纠纷的，由作者负责。
（3）请在稿件中注明作者真实姓名、

地址和电话等联系方式。只接受电子邮
箱投稿。

征文活动时间：
2018年 6月～2019年2月，应征作品将

择优在中国环境报《境界》版刊发，优秀作品
将结集出版，版权归主办单位。

联系方式：
征文邮箱：dadiwenxin@sina.com
联系电话：010-6711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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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尝 试 提 升 公 众 环 境 意
识、改变生活习惯的一次实践，更
是中日环保领域跨国籍的一次交
流和互动合作。

此次“零废弃”音乐节最大的
亮点，无疑是有着 24 年历史的日
本“零垃圾之旅”团队首次与中国
户外音乐节合作，并派来 7 名日
本团队的核心志愿者协调负责
人。他们与来自中国的 8 名核心
志愿者以及招募的 58 名志愿者
一起，共同组成了庞大的“零废弃
志愿者团队”。

为了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日

本 iPledge 团队、音乐节主办方以
及自然之友在一年的时间里多次
开展协商和活动视察。在音乐节
举办前一周，日本团队就提前来
到中国，并对招募到的志愿者进
行了系统而周密的培训。

在志愿者大本营，厚厚的工
作手册和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
表，足以展现志愿工作的细致程
度；每天早晚两次碰头会，总结问
题、改进不足。

几十名志愿者被分成 8 个组
轮番上阵，各自分工明确。这些
志愿者里，有学生、公司职员、全
职妈妈等各种身份。

“这是别样的体验，”来自北
京师范大学的大二学生、也是核
心志愿者之一的小訾对记者说，
不仅自己学到了不少环保知识，
也在这里结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
友。“你看，我们互相在饭盒上留
言。也因为是环保志愿者，要率
先垂范，我们连水杯、筷子都要自
己准备呢。”

从日本志愿者身上，小訾也
看到他们的专注、勤奋以及责任
心，“这种做事的态度值得学习，
我也会把这次志愿经历分享给身

边更多的朋友，并在生活里尽可
能地‘绿色’起来。”

“对于志愿者的工作，我们更
多的是希望传递出节约、环保的
理念，他们的角色是绿色行动的
传播者，而不是垃圾的清理者。”
吴骁期待通过这样的引导，能进
一步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

在音乐节结束后，吴骁也表
示，依然有不尽完美的地方。比
如目前做的一些工作仅是引导垃
圾分类，并没有在源头减量、减少
浪费等方面有更多实践。此外，
音乐节现场依然有不少市政部门
摆放的垃圾桶，“垃圾桶越多，越
不利于垃圾回收。这为制造垃圾
提供了便利，会让人产生随手扔
的习惯。”

“自己的垃圾最终是要自己
管理的。”吴骁说，这仅仅是一个
开始，天漠音乐节上的实践还将
继续下去。正如 iPledge 机构创
始人羽仁所说，富士音乐节也不
是一开始就很“干净”，他们走过
了 24 年。同时他也希望在借鉴
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绿色
行动来影响公众，把户外大型活
动变得更绿色、更具有可持续性。

记 者 在 音 乐 节 现 场 看 到 ，
在临近检票口的大型宣传条幅
上，“我们在资源回收站等你”几
个字格外醒目。

把 垃 圾 分 类 的 理 念 印 到
海 报 上 ，这 样 独 特 的 做 法在提
醒着人们——作为 国 内首次 引
入零废弃理念及执行方案的大
型 音 乐 节 ，它 的 创 新 之 举 值 得
期待。

一 走 入 音 乐 节 现 场 活 动 区
域，尖顶白色帐篷搭建的“资源回
收站”就映入眼帘。

记者了解到，整个场地内共
设置了 7 个这样的垃圾回收站，
遍布主舞台、餐饮区、赞助商展台
等角落。每个回收站旁，都有两
名以上身着统一服饰的志愿者，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指导观众将手
中的垃圾分类投入回收桶中。

来自北京的王先生是第一次
参加天漠音乐节，下午的演出还
没开始，他刚刚结束在餐饮区的
用餐，准备收拾餐盘。

“请分类投放，瓶子放这里，
餐盒和剩菜按提示分开。”在餐饮

区的回收站，王先生在志愿者的指
引下，进行了垃圾分类的实践。

“没 想 到 音 乐 节 还 有 环 保
元 素 ，挺 新 鲜 的 。”王先生对记
者说，这样简单的行动做起来并
不难，“我支持”。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一会儿，
几乎所有人在用餐完毕后都能按
要求分类投放餐饮垃圾，垃圾桶
也很快就装满了。

吴骁介绍说，这些垃圾中可
再利用的部分，如瓶子、罐子、玻
璃等，后续会送到指定的资源回
收公司进行专业处理。不能回收
的垃圾，则会送到市政部门统一
进行处理。

在吴骁看来，“如果这次能在
天漠音乐节周边找到厨余垃圾回
收机构，那么在废弃物处理这方
面是可以领先于日本的。虽然目
前还未找到，不过至少可以保证
干湿垃圾的分离，避免油脂和塑
料垃圾一起处理。”

最终，音乐节 3 天现场回收
到约 1.3 吨废弃物，其中约 53%为
可回收物。

◎中国环境报：在中国的音乐节上开展“零废弃”活动，与
在日本有什么不同？

答：我们看到，在中国开展这样的活动，政府部门的参与
度会更高。比如在活动现场，还是会有市政部门摆放的一些
垃圾箱等，这与日本不同，我们也在评估研究这是否会影响活
动的效果。

◎中国环境报：通过这样的活动，期待达成怎样的愿景？

答：客观上讲，音乐节这种场合的环境教育意义大于环保
效果，毕竟志愿者 3 天的工作对环保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
环保理念和垃圾分类意识是可以被观众记住并带走的，并将
这些理念通过行为更广泛地传播出去。这是把有限的资源用
在影响力最大的地方，是最有效的环境教育。

我们也期待几年之后能看到，前来参加音乐节的人都能
自己携带可循环利用的杯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愿景。

◎中国环境报：倡导践行环保行动这么多年，您有哪些心
得体会？

答：在富士音乐节上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作为环保团体，
我们不是清扫垃圾的人，而是传播理念的人，通过我们的努力
真正影响到了更多人。同时我们一直与志愿者保持密切沟
通，倾听他们的声音和建议，这也是最大的收获。

◎中国环境报：您对中国城市的垃圾分类有什么印象？

答：我来过中国 6 次，看到很多城市都有专门的垃圾清扫
人员。也许人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有人清扫，所以会更
轻易地把垃圾扔掉。我也看到在北京等大城市，街边的垃圾
桶标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却没有在上面说明具体垃圾该如
何分类，这样的垃圾桶没有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中国环境报：日本社会的垃圾分类做得非常成功，对中
国来说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答：如果让公众了解垃圾分类处理之后都变成了什么，对
于公众来说，可能接受并实践垃圾分类就更容易些。以富士
音乐节为例，我们把垃圾回收后变成一些小礼品发放给公众，
比如十几个纸杯经过回收处理就能变成卫生纸，我们会在现
场告诉公众，明年你再来，就能看到成品，这样公众的参与度
就会更高。希望能在天漠音乐节上有机会推行这样的做法，
在未来的 3年~5年，或许我们就能看到改变。

日本富士音乐节被誉为“亚洲最大、世界最干净的音乐
节”，与现场劲爆的摇滚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演出结束后场
地内清洁卫生、观众按秩序分类投放垃圾。在很多人看来，这
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背后的推动者，是日本非营利性组织 iPledge。他们实
践的零废弃垃圾分类引导活动，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并开
始对国内露天音乐节产生巨大的影响。每年在日本，有 3000
名志愿者参与他们的零废弃活动。

此次天漠音乐节，邀请到了 iPledge 创始人、2020 年东京
奥运会环保顾问 Kanta Hani（羽仁）作为音乐节环保工作统
筹者。我们也因此有机会对羽仁先生进行一次专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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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出北京 90 公里，来到河北
省怀来县天漠景区 的 一 片 沙 漠
地 带 ，2018 年 第 三 届 MTA 天 漠
音 乐 节 在 这 里 激 情 开 唱 ，为 数
万 名乐迷奉上了一场完美的视
听盛宴。

音乐节如何与“零废弃”的环
保理念结缘？据介绍，作为主办
方的北京夏季之声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一直以来都积极思考如何应
对大型活动对环境带来的压力，
他们关注到日本富士音乐节上开
展 的 环 保 活 动 。 同 时 ，日 本
iPledge 团 队 代 表 羽 仁 先 生 也 留
意到了中国户外集会活动的垃圾

问题，他在来中国的交流活动中
表示，愿意将日本的经验带到中
国来。

就这样，双方怀着共同的目
标和愿景，并 在 环 保 组 织 自 然
之 友 的 协 助 下 ，向 天 漠 音 乐 节
中 的 现 场 废 弃 物 问 题 发 起 挑
战，共同见证“中国最干净的音乐
节”的诞生。

自然之友相关负责人表示，
干净有序的大型活动现场不只是
日本的专利，我们相信，这样的举
措同样可以复制，在中国也能做
得到。

随着音乐节废弃物的分类、

回收、再利用，将 有 助 于 了 解 北
京及河北地区废弃物处理的现
状 。“ 更 具 意 义 的 是 ，此 次 活 动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周 边 区 域 举 办 ，
其 做法和经验将作为废物管理
调研案例，最终呈报给北京冬奥
组 委 会 参 考 。”吴 骁 表 示 ，零 废
弃 ，是 目 标 ，也 是 一 种 态 度 ，要
通 过 我 们 的 努 力 ，无 限 接 近 零
废弃，最终有效减轻大型活动对
环境的影响。

◤源起：“零废弃”是目标，也是一种态度

◤实践：现场引导公众垃圾分类投放

三五好友 、乐 队 、音 浪 、摇
摆 …… 如 今 ，备 受 年轻人喜爱
的户外音乐节越来越多。

与朋友相聚、与音乐碰撞，这
样的活动本无可厚非。但近年
来，不时见诸报端的新闻是：一场
场盛大的狂欢之后，零食袋、酒瓶、
饮料瓶、宣传单等垃圾四处散落，
现场一片狼藉。

音乐节一定是污染环境、垃
圾遍地吗？在自然之友零废弃
项目团队负责人吴骁看来，显然
不是。“无论从音乐、环保，还是
自然的角度去看，都只能把世界

上的所有音乐

节分为两类：富士音乐节和其他
音乐节。”

富士音乐节，号称是“世界上
最干净的音乐节”，不仅整场活动
垃圾产生量非常低，而且在日本环
保机构iPledge的带领下，开展的
零废弃运动名声大噪。

低碳环保、零废弃，这样的
音乐节在中国可以实现吗？

就在不久前，富士音乐节的
“零垃圾之旅”幕后团队、日本非营
利组织iPledge 首次来到中国，参
与 了 在 河 北 张 家 口 举 办 的
2018MTA 天漠音乐节，他们与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携手，共同打
造一个“零废弃音乐节”。

◤团队：中日合作做绿色理念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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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黎本报记者张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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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清扫垃圾，
而是传播理念

——对话——

眼下，又到了芒果成熟的季节。在
我国南方地区，很多城市的马路两边种
着一排排芒果树，树上结满了沉甸甸的
果实。不少路人自制工具采摘芒果，甚
至亲自爬上树摘芒果。但是，路边的“绿
化芒”真的能吃吗？

对此，东莞市莞城街道公用事业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绿化芒与日常
食用的芒果不是同一个品种，与食用的
芒果相比，绿化芒口感生涩。除了口感
问题外，种在街道两边的绿化芒果树不

仅吸收了大量过往车辆排放的废气、粉
尘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且经常被园林
部门喷洒农药灭虫。所以，这些绿化芒的果
肉里含有有害物质，根本不适宜食用。

《南方日报》也曾报道，暨南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公共卫生博士陈祖辉表示，
路面上会有氮氧化物或者碳氧化合物，绿
化芒果实会通过土壤吸收这些污染物，还会
吸收灰尘、铅等物质，加上每年园林工人都
为人行道两边的绿化植物喷洒防虫和灭
蚊农药，因此绿化芒并不宜食用。

怎样才能辨别食用芒和绿化芒呢？
新华网介绍了以下方法：

绿化芒一般个头较小，呈青黄色，皮
厚、核大；食用芒则产地多样，个头大、皮
薄、核小。另外，果园的芒果怕被昆虫叮
咬，会进行套袋保护，而路边的绿化芒一
般没有套袋，所以果蝇等昆虫会在芒果
上产卵，因此，虫眼数量较多的可以鉴别
为绿化芒。

为了大家的健康，请不要轻易采摘、
食用路边的绿化芒。 来源：科普中国

路边的绿化芒能吃吗？

这个真不行！ 随着科技和网络的迅猛发展，直播这种快捷简约的娱乐方式深受
年轻人的喜欢。大家在自我表达的同时，也放大了短视频自身的流行文化
潜质。一些明星也用这种方式倡导绿色生活。图为重庆解放碑附近，一名

“抖友”享受抖音带来的乐趣。 本报记者邓佳摄

悦·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