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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思骋身上有很多标签。国际青
年商会香港总会评出的 2010 年“香港
十大杰出青年”、世界经济论坛评出的
2012 年“ 全 球 青 年 领 袖 ”（Young
Global Leader），《亚 洲 周 刊》评 出 的
2017 年“全球杰出青年领袖”……

“您所获的荣誉中很多都有‘青
年’这个词。”记者说道。

“可能与我一直保持一种永远年
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有关。做环
保需要这样的 moment（时刻），我在曾
任职过的 NGO 高层团队里几乎都是
年纪最小的那个，我想正是因为这种
状态，才能激励我克服重重阻力，将想
法、目标一个个实现吧。”

大学时的卢思骋，曾经因为看到
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家的饥荒，连续
吃了 7 年的素食，并推动学生餐厅提供
素食。当时的他认为，如果大家都不吃
肉，可以减少很多因为能量转换而造成
的食物浪费，世界就不会有饥荒。

“现在想起来是很单纯、过于简单
的想法。”他说，“后来了解到更多之
后，发现问题在于资源分配不均，而不
在于大家（吃肉还是吃素）的选择。”干过
一些“傻”事，但在卢思骋心中，仍愿意保
持一颗赤子之心。“有时候要有去做的意
志力和行动力，才能收获结果。”

掌 舵 WWF（中 国）7 年 多 ，成 为
WWF 进入中国三十多年来首位领航
的中国人，卢思骋一直聚焦中国面临
的更现实、更迫切的环境问题，比如控
制煤炭消费总量治理空气污染、保护
长江流域的湿地和江豚，再到今年被
人们热议的穿山甲保护。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当时有出现“穿山甲是新冠病毒中间

宿主”说法，在很短的时间里，WWF
就发起一场全国性的穿山甲保护倡议
活动，并登上了那几天的微博热搜。“我
们并没有想到今年会有疫情发生，但穿
山甲保护是我们一直想要推广的事情。
所以从 2019年我们就开始了穿山甲保
护的相关工作，希望推动穿山甲从《中国
药典》‘除名’，并且呼吁社会公众关注这
类濒危动物。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不俗的
效果，公众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所以，机
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环保征程是
卢思骋的下一个阶段人生计划，他希
望将在国内 20 年的治理经验，带到更
多需要帮助的亚洲地区，带到以 NGO
的力量推动亚洲其他地区的气候变
化、全球环境治理等议题中。

离别的不舍笼罩着卢思骋。于是
他又做了个任性的决定，找一家小餐
馆，不擅长做饭的他窝在厨房，研究天
马行空的创意简餐，供朋友们在他的

“farewell party”（告 别 聚 会）上 品 尝 。
邀请的朋友既有相识多年的老友，也
有刚结识的初入职场的年轻朋友。

“他总愿意给年轻人机会，沮丧迷
茫时总会收到他的鼓励。”中国青年应
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的芦
明一这样评价他，“他就是那束点亮他
人的火。”

卢思骋笑笑说，“年少无畏，曾经
总觉得自己是最对的。”但历经岁月洗
礼，在见证了祖国 20 年来环保事业的
大迈步与发展后，卢思骋说，“现在觉
得，每一个阶段都是新的开始，做环
保初心不能忘。套用一句流行
语，希望自己出走半生归来
仍是少年吧。”

一个平常的秋天早晨，卢思骋像往常一样回完几封邮件后，坐在桌前
抚摸着一个状似思考着的人物雕塑，“这是我在环境署（UNEP）总部肯尼亚

工作的时候，随手买的一个马赛族工艺品。它就像我的名字里的‘思’字一样，
常提醒我，要多对生活思考。我多数的思考都与环境有关。时间过得很快，转眼

间距离我从香港来到北京，在这里为环境保护奔走已经过去20年。”

初识环保：沙捞越热带雨林砍伐让少年“环保魂”觉醒

这个 8 月，卢思骋离开了北京，这个
他奋斗了数十载的地方。

“已经习惯把这里当做我第二个家
了，虽然我一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大，
但是加入很多国际环保组织，WWF、阿
拉善 SEE、自然之友、创绿中心、UNEP
等，参与并见证内地这几十年环境改善，
与有荣焉。”他说。

走向通往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北京代表处办公大厅的过道，左侧1米多
高的衣柜紧贴着墙，顶上紧凑地摆放着近
两年 WWF（中国）所获的奖杯和证书。
WWF中国总干事，这是他离开北京前的
最后一个头衔，提到环境公益，他眼中饱含
的热情完全不像已经入行 20年的样子。

卢思骋与环保结缘离不开他 19 岁
去马来西亚的经历。1992 年，地球高峰
会议在巴西召开。刚上大学不久的卢思
骋作为亚洲地区学生代表，去往马来西
亚参加一个国际青年论坛。在马来西亚
的沙捞越（Negeri Sarawak）待了两个星
期。他第一次从都市走进真正的“大自

然”，与原住民一同居住、生活令他感到
很神奇。他跟着两个十来岁的当地小男
孩在森林里转，惊讶于“他们拿着刀和火
石就可以在森林里活下来”。

也是在那时他真正理解到什么是毁
林。参加青年论坛时，专家领袖们谈论
着亚马逊流域和非洲的森林尚未被大肆
砍伐，在之后几天他们下沉调研的雨林
村落里，大肆砍伐却在真实上演着。

当时，日本的跨国企业通过砍伐沙
捞越热带雨林的树木，制成精美的家具、
木地板、工艺品，甚至被制成他们曾经在
香港吃日料的一次性筷子。城市的繁华
和便捷背后原来竟是原住民不堪的回
忆，“不可逆转地改变他们的生活、生存
方式”，一步步将原住民原本宁静的生活
逼入绝境。

在沙捞越的那段时光让年轻的卢思
骋对环境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对自己
的 人 生 轨 道 也 有 了 全 新 的 规 划 。 7 年
后，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加入环保 NGO
的队列。

华丽转身：前所未有的20年让一位中年人感到“魔幻”

卢思骋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
经历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前后两个时
期，却下定决心来内地工作，而且一干就
是 20 年。当被记者问及怎样看待大陆
在过去 20 年的环境变化时，卢思骋思忖
片刻，“我觉得可以用‘魔幻’来形容。”

“坦白说，刚来大陆工作的时候，觉
得香港和内地的发展程度还存在一定差
距，开展环保工作面临不少的挑战。”

“在英文里，没有人的地方叫 Na-
ture。在中国的文化中，天人合一，人和
自然是和谐一体的。就好像中国的山水
画里，总偶有人的踪迹作点缀。”卢思骋
说，“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与西方是不一样
的。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平稳走过
工业化时代，开始对‘可持续’的概念侃
侃而谈。但对我们这个新兴的发展中国
家而言，脚步才刚刚迈出，我们的制造业
正一步步发展起来，这里逐渐成为‘世界
工厂’，替很多发达国家承担着环境压
力。所以，当我们开始觉醒，意识到环境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时候，
一些环境隐患开始暴露出来。这并不是
一种‘洗白’，有批评的声音，就有进步的
脚印。事实证明，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
间，下定决心，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
中大国，我们一定能逐步解决发展中出
现的各种环境问题。”

深究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源，卢思
骋表示保护环境主要是做“人”的工

作。减少人与动物在栖息地争夺
资源、林地等方面的争夺，缓解

彼此之间的矛盾，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我国的一些自然保护区里有居民居

住，比如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住有
渔民，四川大凉山熊猫保护区住有很多
彝族老乡。“这在多数西方国家是难以想
象的。但从被唱衰到用实力证明，我觉
得这是一个华丽的转身，所以用‘魔幻’
这个词，还蛮恰当的。”他说。

后 来 进 入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UNEP）任职，卢思骋仍心系国内环境
状 况 。“ 在 UNEP 的 时 候 ，我 做 了 一 个

《中 国 2010 上 海 世 博 会 环 境 评 估 报
告》。当时作为报告的撰写人，我花了半
年的时候辗转上海各区，研究了上海市
政府 2000 年-2009 年的筹备工作，在绿
色可持续方面的表现等。”他回忆道，“现
在想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有时候，上午我会去看垃圾填埋场，下午
可能去参观全球一流水平的超超临界燃
煤电厂。如果时间允许，傍晚的时候，我
也会走进社区，看看上海的分布式太阳
能光伏发电设备。很充实，也很踏实，我
把自己了解的中国告诉世界。”

世博会的报告取得了不俗的反响，
上海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实践也获得了世
界的关注。“我在报告中写到了上海的超
级电容公交车。它是电车的一类变种，
通过车载电容驱动，每次充满电可以运
行 6 公里，车站被改造成充电站，汽车每
次停靠一个站皆可充电，非常智慧，值得
在全球其他地区推广。”卢思骋常向国内
外友人介绍这一先进的做法。

保持初心：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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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思骋（右一）出生于中国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期间

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学习。自2013年始，卢思骋在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担任总干事一职。

他是 30多年来首位出任 WWF 中国总干事一职的中国环事一职的中国环

保人士保人士。。他曾在多家国际和国内环保机构出任管理职位他曾在多家国际和国内环保机构出任管理职位，，包包

括 阿 拉 善括 阿 拉 善 SEESEE 基 金 会基 金 会 、、自 然 之 友 等自 然 之 友 等 ，，并 创 办 了 两 家 本 土并 创 办 了 两 家 本 土

NGONGO。。他还曾担任他还曾担任 UNEP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达沃斯世界达沃斯世界

经济经济论坛、香港特区政府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山大学等机构

的专家。 图为他与秘鲁前环境部长、联合国 2014年利玛气候变

化大会主席、现 WWF全球气候变化总监 Manuel Vidal-Pulgar

在 WWF 北京办公室合影。

本报综合报道 由于暴雨
造成的洪水破坏，苏丹政府于
上周五宣布进入为期 3 个月的
紧急状态。苏丹水利部表示，
尼罗河主要支流的水位已经上
升到 17.57 米，这是自一个多世
纪前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为此，苏丹政府正试图保护其
距离尼罗河 500 米的古金字塔
免遭洪水破坏。

考古学家马克·马约表示，
当地政府已经建造了沙袋墙，
并正在向外抽水。“洪水之前
从未影响过这处金字塔遗址，”
马约称，“目前局势已得到控
制，但如果尼罗河水位继续上

涨，现有措施可能还不够。”
官方称，苏丹 18 个州中的

17 个州有 50 多万人受到洪水
影响。截至目前，洪水已经造
成近 100 人死亡，数千人无家
可归。

据了解，苏丹的金字塔遗
址距今已有 2300 年历史，位于
距离苏丹首都喀土穆 240 余公
里的沙漠中。整个金字塔群中
有 220 座金字塔，是苏丹麦罗埃
王朝的陵墓群。和高大壮观的
埃及金字塔不同的是，苏丹金字
塔要矮小得多，最高的仅数十
米，因此被称为“小金字塔”，是
苏丹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据外媒报道，斯里兰卡海军近日表示，由于极端气温和大
风，位于斯里兰卡东部海域的“新钻石”号油轮上的大火在被
完全扑灭后，又再次复燃。海军发言人表示，火势还没有蔓延
到油轮储油区域。

拖船一直在给船上浇水以保持其金属船体凉爽，但大风
再次点燃了火焰。日前，印度石油公司（IOC）租用的“新钻
石”号油轮在斯里兰卡东海岸起火。这艘油轮满载 27 万吨
油，相当于约 200 万桶油，从科威特艾哈迈迪港出发，前往印
度帕拉迪普港。

图为 9 月 8 日，在距斯里兰卡东海岸约 30 海里（约合 55 公
里）处，救援船为“新钻石”号油轮灭火。

斯里兰卡空军媒体处供图

据新华社电 日前，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在
黑海区域发现大型天然气田，
总储量规模预计达 3200亿立方
米，这一前所未有的发现有望改
变土耳其的能源供给格局。”

埃尔多安在直播中表示，
此次发现的天然气藏已被命名
为 Sakarya 气田，其仅是土耳其
在 黑 海 区 域 巨 大 资 源 的 一 部
分。土耳其将尽快实现这一天
然气田的商业生产，初步目标
定在 2023 年实现供气。

据了解，从今年 7 月下旬
开始，土耳其钻探船 Fatih就一
直在距离土耳其海岸北部100海
里的黑海海上进行勘探。有预
测称，这一天然气田预计将满足
土耳其未来20年的能源需求。

尽管土耳其政府对这一天
然气发现寄予厚望，但业内人

士普遍认为，短期内项目难以
实现商业化供气。

埃 尔 多 安 公 布 这 一 消 息
后 ，土 耳 其 能 源 部 长 Fatih
Donmez 随 即 表 示 ，Sakarya 天
然气田的开发工作将由土耳其
国有能源企业 TPAO 主导。“在
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做
更多的地质调研工作。另外，
土耳其可能将针对这一区域的
天然气运输管道建设面向全球
企业招标。”

此次土耳其在黑海海域的
天然气发现，对全球天然气市
场而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业
内分析师认为，目前尚不清楚
公布的 3200 亿立方米天然气
是可开采量还是这一天然气田
的资源总量，但不论怎么说，这
一气田都将是全球天然气领域
的一大重要发现。

本报综合报道 日 前 ，加
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奥雷根表
示，油砂项目带来的收入将在
加拿大能源转型中发挥作用，
未 来 将 继 续 扩 大 油 砂 油 的 生
产。有评论指出，这一最新表
态再次凸显出加拿大在气候行
动和环保减排上搞“两面派”。

奥雷根表示：“艾伯塔省庞
大的油砂收入，对加拿大加速
实现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尽管
油砂行业长期受到环保组织的
反对，但能源转型需要资金。
没有艾伯塔省，我们不可能实
现净零排放目标。”

尽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反
复强调，加拿大能够完成《巴黎
协 定》设 定 的 减 排 目 标 ——
2030 年将排放量较 2005 年水
平降低 30%，但联合国方面认
为，加拿大只能完成不到 85%
的任务。法国气候行动网络也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加拿大目
前的气候变化计划将导致全球
气温上升 4摄氏度以上。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数据显示，化石燃料排放占加
拿 大 总 排 放 量 的 80% 以 上 ，
2017 年-2018 年间加拿大温室
气 体 排 放 增 加 了 2% 。 2005
年-2018 年间，加拿大石油和
天然气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从
1.58 亿吨增至 1.93 亿吨，增幅
达 23%；在此期间，石油和天然
气行业在加拿大总排放量中的
占 比 提 高 了 5 个 百 分 点 ，达
27%，已超过交通运输领域，成
为加拿大最大的排放源，而油
砂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

《自然》杂志指出，油砂是
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其
回收油过程中释放出的大量有
害物质，相当于多伦多整个城
市的排放量。加拿大环保组织
彭 比 纳 学 会 在 一 份 报 告 中 指
出，由于油砂产量快速增长，其
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 年的
水平几乎翻了两番，2018 年已
达到 7700 万吨，这使得油砂在
加拿大油气行业中的排放量占
比增加了 3倍多，达到 40%。

始 建 于 1996 年 的 哈 马 碧 生 态 城
（Hammarby Sjstad），是占地约 204 万平方
米的瑞典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哈马碧生态
城是能源、垃圾、水资源集约利用和污水处
理的全球典范。

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推进

“谁来为庞大的建设经费埋单，是‘面
子工程’还是‘名利双收’？”这是来自世界
各地的专家和政府要员，来到哈马碧生态
城后询问最多的问题。

答案是政府主导控盘、多职能部门协
同推进、私营机构进场盈利。

政府在哈马碧生态城开建伊始，目标
明确：示范区的环境影响必须要比通常水
平再降低一半。确定了总的路线后，各职
能部门的方案纷纷进场——城市管理部
门、大学和研究机构、投资和建设单位、基
础设施运营公司、产品供货商的各种“低碳
方案”纷至沓来。

同时，政府采取了强势主导控盘，在项
目过程中积极主动寻找愿意根据项目目标
进行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共同形

成对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某些企业借
示范项目的机会，片面强调某些技术或产
品，使项目迷失真正的目标”，当地项目负
责人具体解释道。

95%的垃圾资源化提供了50%
的能源供应

在哈马碧生态城，生活垃圾和生活污
水的再生利用率达到了 95%。城里 50%的
能源供应来源于 95%的垃圾转化和资源循
环利用。

这里如何做到的？负责“妙手回春”的
是市政设施运营企业，它们不需要政府补
贴，经营上完全自负盈亏。这些从事城市
垃圾焚烧、污水处理、沼气生产的私人企
业，一手收取处理费，一手通过出售能源盈
利，尤其是垃圾焚烧热电联供、污水源热泵
供热制冷、沼气提纯供应公交等。

以生活垃圾的资源化为例。在当地居
民楼下，摆放着颜色各异的垃圾桶，这些垃
圾桶的后面连接的是一个庞大的地下垃圾
管网系统。每个垃圾桶也是地下垃圾回收
管道的入口。

整个垃圾回收系统的设计遵循一个基
本原则，即“就近楼宅源头分拣”“就近街区回
收间”“就近地区环保站”3个层级。在此基础
上，每个垃圾桶内都安装了垃圾回收的传感
系统，当回收管道入口的垃圾有一定量后，传
感系统会向整个回收系统的中枢控制系统发
出信号，中枢系统会立即打开管道隔离区的
挡板，所有的垃圾会进入地下垃圾回收管道，
最终被抽吸到城市近郊的垃圾处理厂。

在地下垃圾回收系统的终端，即城市
近郊的垃圾处理厂，其功能不仅是简单的
垃圾分类处理，它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
能源的再造。例如，电热厂和地下垃圾回
收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相结合，生产热力
与电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残渣可
以用于生产生物燃料，供给哈马碧的城市
公共交通和新能源汽车。

居民是社区保持自我更新的主
要驱动力

年近 80 的 Allan Larsson 视自己为哈马
碧生态城的一位普通居民。其不普通之处
在于，他是记者出身的前瑞典国会议员和

财 务 部 长 ，多 年 担 任 欧 盟 委 员 会 的 总 干
事。如今他虽已退休，仍作为社区居民积
极推动哈马碧生态城 2.0项目。

这个项目包括一系列具体目标，核心是
通过社区参与，建设智慧社区，维护和增强社
区的生态环保特点，在建筑节能、新技术应
用和环保生活方式等方面更上一层楼。

Allan Larsson 和其他几位社区积极分
子，一方面作为社区协会联合会的委员，维
护社区长远利益，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另一
方面联络愿意共同创新发展的企业；同时
继续强化哈马碧生态示范区作为瑞典政府
的国际交流平台。

另一位热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湖城居
民，是“湖墅工作室”（Studio Sj villan）的主
人 Gran 和 Malin Avalon Engquist。这栋环
保试点别墅成为社区事务的论坛举办地，
主人还邀请来自各方的朋友到这栋别墅做
客，探讨可持续的生活和社会发展。

社区居民还创办了“ElectriCITY”（电
动城市）创新平台，由企业和研究机构支
持，旨在提高社区基础设施管理和使用的
智能化水平，并鼓励使用电动汽车。

其实，哈马碧生态城原址曾是一处废
弃的工业区和港口，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土壤遭受严重工业废物污染。

经过斯德哥尔摩市政府 20 多年的努
力，它被设计成一座高循环、低耗费，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社区。这个经过高度规
划的、功能复合的新型社区，因为其成功的
环保理念，魅力长久不衰。

哈马碧生态城如何成为全球典范？
◆本报记者朱育漩

加拿大气候行动屡“开倒车”
油砂在其油气行业中的排放量占比增加 3 倍

多，达到 40%

洪水危及苏丹金字塔
尼罗河主要支流的水位已经上升至 17.57米

土耳其在黑海发现巨大天然气藏
总储量规模预计达 3200 亿立方米

国际资讯□ 风云会客厅
从少年到青年：

卢思骋与中国环保公益的20年
◆本报记者张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