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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北京中学可持续
发 展 学 生 俱 乐 部（The Students
Leag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简 称 SLSD）发 起 的“2023
再制造产业发展对话会”近日在
北京召开。与会青年学生与专家
就我国再制造业发展现状进行讨
论，并就未来行业发展提出建议，
吸引更多青年学子为可持续发展
作贡献。

在会上，SLSD 创始人陈一戈
同学阐述了对再制造的理解，并
分享了他的论文《 中美再制造标
准与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与政策
建议——以汽车零部件为例》。
论文针对如何推动汽车零部件再
制造业发展提出多项建议，包括
加强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规范
产业发展与监督体系、完善再制
造产业标准与法律法规体系，以
及增强消费者意识等。他呼吁青
年人关注再制造领域，从日常消
费、出行等方面做起，并带动身边
人，为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通过再制造工艺对损坏的
汽车零部件进行修复，达到新产
品、原有产品的性能，同时可以节
约能耗 70%以上、节约成本 30%
以上。这是再制造跟维修的本质
差别。”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副院长许述财告诉青年学子，培

养相关领域的人才队伍，对于解
决中国再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一
些问题意义重大。

在交流提问环节，SLSD 成员
高宇涵讨论了“现在更需要宏观
调控的统筹人才，还是微观实操
的技术人才”；张嘉洋讨论了“如
何从心理学角度让消费者更愿意
接受再制造产品”；谢洋关注“如
何推动再制造产品供应链体系的
完善”；邓舒予建议“从产品设计
之初考虑再制造，比如模块化制
作，方便后续拆解”。

“SLSD 青 年 学 子 对 再 制 造
问题从概念到具体实施等一系列
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中国青年求
真务实的精神风貌，令人欣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
学院院长王波表示，再制造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领域之
一。一方面，再制造节能、节材、
节本的特点有助于缓解人类发展
消耗资源与自然资源有限性和生
态环境脆弱性之间的矛盾。同
时，再制造对生产率的提高增加
了 人 类 的 福 利 ，减 少 了 人 力 投
入。更多的人有机会从枯燥艰辛
的劳作中解放出来，追求高层次
的自由与快乐，更加接近人类永
续发展与幸福的目标。

肖琪

2023再制造产业发展对话会召开

青年学子为未来发展提建议

本报讯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
教育中心、万科公益基金会、北京
教育科学研究院等联合发起的

“无废校园”建设指南团体标准立
项申请近日获批。根据公告，标
准由 3 家发起单位联合起草，制
定周期为 12个月。

据 了 解 ，2020 年 起 ，生 态 环
境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万科公益
基金会启动了“‘无废校园’行动”
项目，在北京、重庆、深圳等地开
展了“无废校园”建设试点和宣传
推广，引导青少年群体积极参与

“无废校园”创建学习和实践，提
升青少年生态环境意识和行为习

惯，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
庭、社区等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
养成绿色生活方式，助力“无废城
市”建设的长远发展。

为进一步建立适合在全国更
多城市和地区推广的“无废校园”
建设标准体系，2022 年下半年，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万
科公益基金会拟在 3 年“无废校
园”试点建设成果基础上，启动

《“无废校园”建设指南》全国团体
标准制定，助力“十四五”期间“无
废校园”理念和建设模式在全国
更多“无废城市”试点城市和地区
推广。 王琳琳

《“无废校园”建设指南》团体标准立项

引导青少年群体参与学习实践

位置得天独厚，使命油然而生

距翠云廊景区一公里，对于汉阳小学来说，意味着什
么？

意味着翠云廊参天古柏连成的绿意，是学校天然的
温度调节器；意味着风吹过翠云廊的沙沙树响，是学校最
美的背景音。

也正是因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传承以翠云廊
为核心的绿色生态文化，成为汉阳小学油然而生的使命
和责任。

“我们就在翠云廊旁，传承翠云廊绿色生态文化，是
我们教育人的责任和使命。”汉阳小学校级领导周林和
说。

为何翠云廊如此特别？
原来，这里有“衔空三百里，一色郁青苍”的奇观，有

动辄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的古柏，尤其是这颗蜀道上的
明珠，背后蕴藏着劳动人民“代代种、时时护、人人护”的
历史智慧和成功经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

古柏苍翠，绵延百里，生长千年，弥足珍贵。
也正因此，2017 年，周林和在研究构建汉阳小学校

园文化时，提议以翠云廊为背景，以“传承绿色文化，彰显
生命价值”为主题来建构校园文化。

据 了 解 ，当 时
还 发 生 过 一 个 小 故

事。周林和主张用“绿色
舞动世界”作为校训。但

其 他 同 事 说 ，一 个 农 村 小
学，用“舞动世界”太大了，这才
改为“绿色伴我成长”。经进一

步研究、挖掘，如今，汉阳小学校训提炼
为“守正质朴，笃行致远”，但绿色文化作

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早已流淌在汉阳小学的血
液里。

历时7个月，编写校本课程读本

校园文化的框架搭起来了，但要建设却困难重重。
尤其是载体的设计和运用，更为关键。

2019 年，唐剑峰到汉阳小学担任校长，得知了校园
文化建设背后的挑战。恰逢此时，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公
开征集生态环保公益项目，汉阳小学得知后积极联系申
报了《农村小学对翠云廊古柏的保护和利用》，并获批通
过。

经学校研究讨论并通过后，周林和领衔开始着手研
究并编写校本课程读本《翠云廊》。

编写的过程困难重重。做此项工作时，时值暑假，但
启动时间却不能耽搁。更关键的是，编写校本课程读本
涉及许多专业知识，而学校大部分教师不具备编写校本
课程读本的能力和经验，因此难度很大。

汉阳小学校领导认识到校本课程读本是建设校园文
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校本课程读本的建设和学习，可以
向师生传递学校的办学理念，进一步落实和丰富学校的
校园文化。

周林和利用二三十年的研究经验和众人的共同努
力，历时七个月，利用休息时间，上网学习、认真思考、构
建模块，最终根据学校学生的特点并联系实际，《翠云廊》
校本课程读本顺利编写完成。

读本以“生态环保”为核心理念，以“绿色文化”为主

题，以坚持弘扬翠云廊“三国文化”和“绿色文明”为原则，
共分为三大部分——“小文章大环保”“翠云廊古柏保护”

“我会当导游”等。

固定课时注重实践，弘扬传承文化

校本课程读本编写完成，仅仅是绿色文化走进课堂
的第一步。

引入课程体系并长期坚持，更为关键。据了解，学校
将《翠云廊》校本课程读本作为学校课外教学体系的一
环，安排了任课教师，每个班每周 1 课时，一直沿用到现
在，6年来从未间断。

学校还通过黑板报、宣传条幅等形式，对翠云廊古柏
保护进行宣传；发挥学校广播、展板、橱窗等阵地的作用，
对学生进行有关翠云廊知识的渗透教育，逐步提高学生
保护古柏的自觉性；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由班主任向同
学们进行《环境保护法》知识的讲解，增进大家对生态环
保重要性的认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行动。

除了理念上的培育，他们还注重行动上的落实。据
了解，近年来，学校先后开展了“我为翠云廊做点事”主题
活动、“我爱翠云廊”等系列主题活动。

如“我为翠云廊做点事”主题活动，就包括“我是翠云
廊宣传员”“我是翠云廊美容师”，以及植树认养等，把翠
云廊古柏和传奇故事通过书信、网络、口头讲述等方式介
绍给亲戚朋友，利用社会实践课，清除翠云廊及周边垃
圾，让翠云廊更加美丽。

可以说，从一本书出发，《翠云廊》校本课程读本发挥
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书籍本身，而成为汉阳小学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的一个符号、一个代表、一个平台。

为进一步弘扬翠云廊绿色生态文化，汉阳小学已经
编写了情景剧，准备开学后组织编排，利用黄金周、小长
假到翠云廊演出，加大对翠云廊的宣传力度。同时，学校
还设想将劳动教育与生态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乡
村振兴等有机融合，探索“劳动育人”新模式。

一颗颗绿色的种子，正在翠云廊这片土地上发芽，展
现出勃勃生机。

弘扬生态文化弘扬生态文化 播下绿色种子播下绿色种子

翠云廊写进了校本翠云廊写进了校本课程读本课程读本
◆◆本报记者王琳琳本报记者王琳琳

践行“公民十条”，记录分享绿色行动

小学生持续21天打卡低碳暑假
◆本报见习记者程小雨

本报讯 陕西省近日在西安
市长安区滦镇街道正式揭牌由街
道层面牵头设立的保护秦岭生态
环境公益慈善基金。

“作为滦镇辖区企业，我们
有责任、有义务为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贡献绵薄之力。”在揭牌仪
式现场，陕西岭南体育运动中心
负责人解陆说。此外，现场还有
36 位企业代表、驻街单位代表纷
纷举牌捐赠。在志愿者的引导
下，市民游客及周边村民，现场

扫码开展线上捐赠。
近年来，长安区致力于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通过全力推进峪
口峪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让秦
岭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得 到 显 著 提
升。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慈
善基金挂牌后，滦镇街道将建立
长效募集机制，让每一笔善款都
用在“刀刃”上。通过实施秦岭
动植物保护、森林恢复、峪口治
理等一系列项目，让山更青、生
态更优良。 王双瑾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公益慈善基金揭牌

建立长效募集机制保护秦岭

打开微信“碳碳星球”小程序暑期打卡广场的入口，
映入眼帘的是小学生们花式变身“环保达人”的照片，他
们纷纷用镜头定格下“光盘行动”“低碳出行”“分类投放
垃圾”的环保瞬间。“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23 年全国
小学生践行“公民十条”暑期打卡活动接近尾声，小学生
们用这场持续 21 天的“低碳打卡行动”演绎别样的绿色
暑假。

此次主题打卡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
腾讯公司、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组织开展，从 7
月 26日持续至 8月 15日，累计 21天。

据统计，截至 8 月 8 日，线上平台统计打卡次数已达
7 万余条。其中，山东省、上海市、四川省成为活动打卡
次数最多的 3 个省市，济南市饮马小学、武汉市大兴路小
学、上海市民办宏星小学分别位列参与学校的前 3名。

根据平台所记录的参与者账号打卡情况，参与者将
获得“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的电子证书以及相应奖品，
前 20 名还将受邀参加于 8 月底在北京举行的“21 天打
卡”成果展示活动。

活动依托微信平台“碳碳星球”小程序，结合“公民十

条”（《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设计了 6个不同的践
行场景，包括“光盘行动”“合理设定空调温度”“外出自带
水杯”“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亲近自然”等。小学生
可在“碳碳星球”平台上建立自己的个人账户，以“拍照+
简要文字说明”的形式记录践行环保行动的情景，即可在

“碳碳星球”完成一次暑期打卡行动。
“相较于以往线下组织的科普进课堂、专家讲座活动，

此次线上打卡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有效带动全国各
地的小学生一同参与到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中来。”生态
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从‘公民十
条’中精挑细选出 6 个最贴合小学生日常生活的场景，为
小学生颁发‘从一星到五星’等级的电子证书，像玩游戏一
样的参与方式能激发小朋友们的兴趣。”

当“公民十条”被拆解成游戏式的“个体化日常参与”
行动，也让环保日常行为有了被记录的可能。来自四川
的学生家长王蓓表示：“很多事平时也在做，这次活动恰
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点滴的绿色行动记录下来，分享和
影响周围的人。”

人人都可成为绿色行动的模范践行者。“自从坚持打

卡，我家一年级小朋友的绘画日记，被保护环境主题‘霸
屏’了。”来自四川的网友“溜溜梅”打趣地分享起自家孩
子的暑期打卡“后遗症”。

这些“后遗症”的养成，正是通过打卡这件小事潜移默
化影响的。““从小培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小培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小事做起从小事做起。”。”

“小”字是山东网友“壮志凌云”谈及最多的关键词。
本次活动不仅专注培养小学生的低碳环保意识，家

长、老师也纷纷成为低碳环保行动队伍中的一员。本次
活动的亮点在于，从学生角度出发，有效调动家庭、学校、
社区共同参与生态环境宣教工作的积极性。通过寓教于
乐、家庭参与的方式，使“公民十条”更加入脑入心，成为
公民自觉遵守的生活习惯，助力推动绿低碳生活方式在
全社会蔚然成风，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前往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考察，

让这个坐落于剑门关附近，有着迄今保
存最完好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也是

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的古蜀道重要路段，成
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距离翠云廊仅有一公里的地方，有这样一所
乡村小学，为了保护古柏，积极弘扬、传承翠云廊悠久
的历史和文化，将翠云廊写进了校训，写成了校歌，
甚至还精心编制了一套校本课程读本——《翠云
廊》，在全校 1年级—6年级的课程体系中使用。

这所学校就是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汉阳
小学——将传承以翠云廊为核心的绿色生

态文化刻进骨子里的乡村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