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夏日的一个周四夜晚， 记者

和环保志愿者姜龙到奉贤金海公路附

近的林地进行生态调查。 这片林地因

为新近发现有萤火虫而闻名。 路上遇

上了另外一支前去观萤的志愿者队伍，
组织活动的是奉贤趣野科普俱乐部。

萤 火 虫 喜 欢 生 活 在 人 为 干 扰 少 、
灯 光 污 染 少 、 水 草 丰 茂 之 地 ， 因 此

被 誉 为 生 态 环 境 指 示 物 种 之 一 ， 其

多 寡 可 以 用 来 判 断 一 方 水 土 生 态 环

境 的 优 劣 。 环 境 好 了 ， 萤 火 虫 才 会

有 、 才会多 。
这片林地中的萤火虫聚集点主要

分为两块， 在林地内的主要通道两侧

分布， 该区域内的萤火虫活动时间大

约在六七月份， 今年在六月中旬达到

峰 值 ， 在 七 月 底 结 束 ， 峰 值 时 约 有

3000 余只萤火虫同时活动， 视觉效果

相当震撼。

“观鸟少女” 回到了家乡

南桥镇上的育秀实验学校是一所

老牌的野生动物保护特色学校， 曾经

获颁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评出

的野保十佳学校。 这其中学校的生物

教师杨志栋功不可没。 杨志栋是上海

最早的观鸟爱好者之一， 上海野鸟会

成员， 有人叫他 “鸟叔”。
杨志栋有时 会 把 课 堂 放 到 野 外 。

2004 年 ， 他 带 着 初 中 学 生 到 崇 明 观

鸟 。 当时的学生朱诗逸至今还 记 得 ，
那天他们走了很久， 一直走到崇明岛

的堤坝 ， 一只鸟扑棱棱地落在 人 前 。
这种鸟的头顶中央有一块橙斑， 名叫

戴菊。 这是朱诗逸第一次近距离地观

察野外的鸟。
十年后， 朱诗逸从复旦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系毕业。 工作后， 她和大

学同学、 同样来自育秀实验学校的许

冰妍， 以及比自己小一届的育秀校友

陶舒楠建立了 “在野 ” 科普俱 乐 部 。
朱诗逸以 “戴菊” 作为开展活动时自

己的名字。
“在野” 科普俱乐部立足奉贤本

土。 他们曾编过一本小册子 《古华风

物》。 这是一份微型的检索图鉴， 介绍

了南桥老城中心古华公园内的动植物

资源， 包括精致的手绘地图、 常见植

物叶子形态分类以及帮助人们识别公

园里各种鸟类的画影图形。 去年， 俱

乐部组织了 25 场讲座 、 30 场户外活

动。
“在野” 组织的科普活动大多很

接地气， 内容涵盖自然导赏、 天文观

星等等。 萤火虫观萤季节， 朱诗逸组

织了一次观赏活动 。 见到了萤 火 虫 ，
大家都感觉很惊喜。 参加活动的王云

说 ： “活动结束了 ， 我在回家 路 上 ，
留意到小区绿化带里也有零星的萤火

虫， 又足足看了半个小时。”

发现 “萤火虫森林”

金海林地有萤火虫这事是姜龙告

诉朱诗逸的。
在上海民间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圈

子里， 姜龙的名字是响当当的。 他注

册 过 一 个 雅 虎 邮 箱 ， 用 户 名 是

ngo2008， 意思是 2008 年起正式开始

从事野生动物保护。 那一年， “在野”
的陶舒楠赢得了上海市中小学生常见

植物识别竞赛二等奖。
姜龙的 “江 湖 声 望 ”， 源 于 一 件

事， 那就是巡视、 拆除鸟网。 他的纪

录是一天拆掉超过 100 张鸟网。 他的

巡视是苦行僧一般的徒步。 拆网的人

很多， 见了姜龙， 双脚大概也要抖一

抖的。 因此有一句话： “跟着姜龙拆

网， 天亮拆到天黑。”
曾经， 姜龙日常使用一部诺基亚

功 能 机 ， 直 板 的 那 种 。 2010 年 前 后

“刷微博 ” 流行的时候 ， 他不 太 使 用

这种社交工具， 只把每次巡视的情况

记在博客里 。 尽管如此 ， 埋头 做 事 ，
日复一日， 终究也能激励旁人。

姜龙的博客名字叫 “爱萤火虫的

馋猫 ”。 他经常在青浦区金泽 镇 附 近

活 动 。 淀 山 湖 水 系 养 育 了 这 里 的 湿

地。 金泽镇的田间水边是观赏萤火虫

的佳处。 只是随着人类活动， 此间萤

火虫的规模已不复早年盛况。
去 年 ， 姜 龙 第 一 次 走 进 金 海 林

地 ， 啥也没有看到 ， 直到转进 小 路 ，
看到地上有一只萤火虫， 再往东走又

发现了几只。 等走到一片农宅废墟附

近的小竹林边， 他惊到了： 好像一片

“光幕”， 在上海还没见过这样密集的

萤火虫。
仔细观察， 这里的萤火虫又与青

浦金泽的种类不同。 金泽镇的是条背

萤， 幼虫在水中生存； 金海林地里的

是黄脉翅萤， 幼虫陆生， 捕捉烟管蜗

牛做口粮。 林地里有不少拆违剩下的

砖块瓦砾， 形成潮湿的罅隙， 为烟管

蜗牛的生长提供了环境。
姜 龙 把 这 个 消 息 分 享 给 了 朱 诗

逸。 他觉得 “在野” 不错。 他们都是

奉 贤 本 地 人 ， 便 于 开 展 “在 地 ” 保

护 。 所谓 “在地 ”， 就是把生 态 保 护

与本地居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实

现长期保护。

解决和人打交道的问题

念大学的时候， 朱诗逸在 “鸟哨”
接受过 “如何运作好一个野保科普团

队” 的历练。
“鸟哨” 是一支以高校学生为主

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队伍。 “鸟哨”
的老大叫王聪骢。 朱诗逸搬进复旦新

生宿舍的同年， 王聪骢刚巧从复旦大

学毕业了。 和姜龙比起来， 这人大概

可以算是个 “段子手” 了。 要是不信，
可以看看他在果壳网 “万有青 年 烩 ”
里护鸟主题的演讲。

王聪骢有个 “@ 鸟哨在行动” 的

微博， 掺杂了鸟类知识、 巡视报告和

吐槽。 比如 “不是你身边所有的鸟都

是麻雀” ———普通人识鸟不多， 遇到

叫不上名字的， 就会说 “长得像麻雀”
或者 “这是麻雀吧”。 他想表达， 即使

在城市里， 除了麻雀， 也能见到许多

野鸟， 于是就为家燕、 苇莺、 棕头鸦

雀的图片配上画风清奇的文字：
“这是叉尾麻雀。”
“人家是燕子。 怎么连我也变成

麻雀了！”
“这是大头麻雀。”
“你才麻雀呢！”
“鸟哨” 也是搞拆网的。 但是他

们很难发展长期志愿者。 王聪骢颇费

了一段时间想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问题：

拆 网 是 辛 苦 而 单 调 的 。 姜 龙 这 样 的

“硬核派” 有热情和目标， 自然不觉得

累。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长期做重

复又 “无趣” 的劳动。 搞野生动物保

护， 需要解决和人打交道的问题。
朱诗逸参与了 “鸟哨” 的转型过

程。 每年秋季， 上海中小学校搞科技

节， 她打了很多 Cold Call （陌生电话

访问） 给各学校的教务处， 向后者提

供野生动物知识宣讲。 后来， 朱诗逸

等复旦学生另起炉灶， 建立了 “翼缘”
学生社团。 社团不再要求人人都参与

拆网， 而是把带领学生观鸟、 了解野

生鸟类作为主要方向。
“翼缘” 在社团招新上竭力展现

出不同以往的幽默感。 有人扮成了游

乐园里的人型吉祥物 ， 不是米 老 鼠 ，
而是黑脸琵鹭。 这种鸟像长腿鹭鸶和

鸭子的结合体， 脸是黑的， 嘴是扁的，
像个琵琶。 套上行头， “演员” 摇摇

晃晃地在学校的广场上走一下午。

“在地” 保护的机遇

时 代 在 变 化 。 健 身 也 好 、 夜 游

也 好 ，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已 经 成 了 居

民 们 的 一 种 需 求 。 以 前 见 多 不 怪 的

树 林 小 河 、 鸟 叫 虫 鸣 ， 如 今 正 在 变

成一种资源 。
奉贤区正处 于 城 市 化 扩 张 阶 段 。

新城建设的主要轴线是东北走向。 金

海社区地处连接南桥老城向东发展的

要冲。 道路拓宽、 轨道交通等基础设

施建设如火如荼。 今后还将建设博物

馆等文化服务设施。
金海林地属于城市化过程中形成

的生态资源， 是金海社区的重要 “留

白”。 它的优势在于， 不仅有喜欢野生

动物保护的志愿者了解这里， 附近很

多普通居民也都知道身边有这么一片

林地存在。 目前， 志愿者们已经行动

起来。 他们认为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 对林地内的物种资源进行全面

的调查统计， 为今后的保护性措施提

供连贯的、 可追溯的依据。 另外， 就

是 对 当 地 居 民 开 展 持 续 的 宣 传 科

普———环 保 既 是 一 种 可 计 算 的 成 本 ，
也是在地居民的一种文化资源。

与此同时， 这里的黄脉翅萤野生

种群也始终伴随着威胁， 尤其是人为

的干扰。 据悉， 仅今年 7 月， 已有近

1000 人次来此林地夜观。 大多数夜游

活动， 有着重要的生态科普作用， 让

长期远离 “野趣” 的人们更加了解自

然 ， 进而爱惜和保护自然 ， 但 过 多 、
过于频繁的夜游活动， 也会打扰繁殖，
甚至影响和破坏萤火虫的生存 环 境 。
为此， 奉贤区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

建议相关部门采取措施， 以萤火虫为

物种， 保护萤火虫的栖息地， 以此为

契机结合 “百座公园 ”、 “城 市 博 物

馆” 等项目推进， 还原奉贤特色的郊

野之趣。
联谊会建议成立保育区， 制定科

学而可持续的参观计划。 根据林地现

有情况， 建议采用 “1+2+3+X” 模式：
1 个不做任何人工设计的 “核心保育

区 ”， 保留原栽树林 ， 特别是 高 大 乔

木 、 不翻地耕作 、 不清理林间落 叶 、
不用药施肥、 除金齐路路灯外不设额

外人工光源， 以保持萤火虫必要的繁

殖栖息环境； 2 条适应不同需求的导

赏道路； 3 块围绕着核心保育区的缓

冲区域 ， 分为 “生物多样性管 理 区 ”
“合理利用区 ” 以及 “农艺休闲区 ”。
收集引种奉贤乃至上海的本地乡土物

种， 通过生态修复的技术手段， 营造

一个能够容纳更多乡土物种共同生存

的生物多样性区。 开展生态养殖、 公

众农业体验 （插秧、 除草、 收割） 等

项目， 引种放归乡土物种， 适当规划

水系改道 、 植被搭配 ， 形成季 节 性 、
永久性水塘。 开展定期生态导赏、 志

愿者生态干预等活动， 形成良好的人

地互动 ； “X” 则为各种可能的公众

空间利用方案。

■本报记者 祝越

瓜果蔬菜都能变废为宝

化妆品、药片、洗衣液、温度计、电池

光盘属于有害垃圾，报纸箱子、塑料瓶、
手册、 易拉罐属于可回收垃圾……今年

9 月 9 日“公益伙伴日”，上海爱易青年

公益服务社和虹口江湾镇街道一起开展

了“绿色江湾，益起行定向赛”活动，沿着

万安路、河湾西路、公安街、新市北路，统
一着装的参赛者们一边宣传垃圾分类，
一边合影求关注，共同宣传“绿色江湾”
倡议。

这是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在虹口社

区进行的多项尝试之一。 根据不同人群

的特点， “爱易” 已经开展了 “爱易低

碳易物公益市集” “爱奉线·毛线再生

爱心编结行动” “爱易暖冬·公益行动”
等活动 ， 并承接了市政府实事 项 目 的

“虹口绿色星期六———社区资源回收日”
活动、 虹口社区废旧物品定点资源化回

收行动等项目， 目前正在筹备 “爱蓝卜

客·绿色公益阅读计划” 和 “爱不闲置·
爱心帮困计划 ”， 力争以项目为纽带 ，
打造一条 “低碳公益链”。

学做环保酵素， 是爱易青年公益服

务社的另一个特别活动。 果皮蔬菜通过

时间的发酵成为环保产品 ， 在 此 基 础

上， “爱易” 还带动社区妈妈们开始做

各种各样的酵素肥皂。 闲置的毛衣也有

了特殊的价值， 在 “爱易” 的组织下，
搁置在居民衣柜中的一件件毛衣， 通过

拆线、 消毒， 再由社区里的爱心妈妈重

新编织。 目前， “爱易” 已经向安徽省

长丰县朱巷镇坚朗希望小学捐赠了 200
件由爱心妈妈利用废旧毛线编 织 的 毛

衣。
此外， 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还尝试

在社区公共场所设置无人管理 、 实 行

“放进一本书， 带走一本书” 自主交换

规则的 “微图书柜”， 倡导诚信书香生

活， 并率先在江湾镇社区图书馆建立了

微图书柜。

环保从公益集市开始

“海归” 杨园欣喜地发现， 自己和

志愿者们的这份对环保的执着， 正逐步

显现效果。
2012 年 ， 刚刚回到上海的杨园还

有些不习惯 ， 不少家庭对于闲 置 物 品

直 接 扔 掉 的 处 置 方 式 ， 实 在 太 可 惜

了 ， “实际上不少物品都可以 进 行 二

次利用 。”
于是， 杨园和社区里的一些妈妈们

一起开始了公益集市的设想， 开设对社

区居民完全免费的 “以物易物” 的公益

集市， 主要目标是在虹口区内开展社区

居民的物物交换活动， 旨在发动居民互

相交换闲置物品 ， 倡导低碳生 活 的 理

念。 妈妈们还为这个活动起了个洋气的

名字———爱易 （I exchange） 低碳易物

公 益 市 集 。 杨 园 说 ， 取 名 “ I
exchange”， 就是希望提倡 “以爱易爱，
共享共益” 的理念。

这一公益 市 集 很 快 得 到 了 虹 口 区

的支持 ， 成为虹口区社会组织 公 益 服

务扶持项目 。 为了做 好 公 益 市 集 ， 杨

园在 2013 年注册了上海爱易青年公益

服务社 ， 立志做一家低碳环保 型 的 公

益组织 ， 专门从事低碳环保 、 资 源 循

环再利用等领域的公益慈善活 动 ， 做

好低碳公益链上的 “螺丝钉”， 致力于

推动低碳公益 、 爱心慈善与社 区 营 造

的融合。
2013 年至 2015 年间， 爱易青年公

益 服 务 社 在 社 区 共 开 展 160 场 活 动 。
互动性强的手工制作活动 、 趣 味 性 浓

的低碳易物活动 ， 以及竞争性 强 的 定

向赛等都吸引了许多社区居民的参与。
通过这些活动 ， 社区居民们慢 慢 开 始

有了闲置物品再利用的意识 ， 一 些 居

民还主动将闲置物品捐赠给社 区 里 的

孤寡老人 ， 社区居民间的交流 互 动 平

台也由此逐步搭建。

垃圾减量从源头做起

从公益集市开始， 爱易青年公益服

务社在社区中慢慢打响了知名度。 在全

市 推 行 的 “绿 色 账 户 ” 推 广 行 动 中 ，
“爱易” 正尝试组织社区志愿者实施干

湿垃圾分类投放积分兑换， 倡导居民开

展垃圾分类。 在环保实践中， 杨园认为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应进入到由处理

设施集中建设向全过程精细化管理过渡

的阶段， 关于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法规

条款也应从 “鼓励参与” “宣传动员”
的引导型转变为约束型。

让杨园没有想到的是， 市人大城建

环保委正在进行的垃圾分类减量立法调

研， 听取了他们对于社区垃圾分类多样

化的做法。 她期盼尽快制定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机制的相关条例， 为城市垃

圾清运和循环利用提供法律约束和监督

保障。

上图 ： 一 节 课 下 来 酵 素 肥 皂 就 能

完成。
下图： 绿色账户， 让居民们逐步融

入生态环保行动中来。
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沈竹士

“在地”环保新鲜人

社会建设
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第 173 期www.shlxhd.gov.cn www.shshjs.gov.cn联合主办

利用多余材料手绘环保袋 、 带居民参观 “大熊
猫” 衣物回收的后续、 利用瓜皮酿造酵素肥皂……爱
易青年公益服务社在虹口社区进行了多项尝试， 垃圾
分类源头减量是公益服务社最近的一项目标。

负责人杨园说， 把垃圾分类变得有趣， 才能吸引
更多人参与， 实现垃圾减量从源头做起。

垃圾分类
也能这么好玩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

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

护自然。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

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

走弯路， 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

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这是无法抗

拒的规律。
开展净滩行动， 获取海洋垃

圾的第一手数据； 深入垃圾分类

的一线， 鼓励社区居民从源头开

始……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社会

公益组织、 志愿团队、 志愿者积

极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之

中， 为营造天蓝地绿水清的良好

环境， 为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做出

自己的努力。

题图： 联谊会组织定期生态导赏、 志愿者生态干预

等活动， 形成良好的人地互动。
左上图： 萤火虫喜欢生活在人为干扰少、 灯光污染

少、 水草丰茂之地， 因此被誉为生态环境指示物种之一。
左下图： 让小朋友从小养成勤于观察自然生态的好

习惯。
上图： 联谊会推出的活动， 有着重要的生态科普作

用， 让长期远离 “野趣” 的孩子们更加了解自然， 进而

爱惜和保护自然。 本报资料照片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1 月 9 日 星期四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