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多样生物，你我都是参与者”系列报道③

■ 媛媛

今年“双11”期间，人们享受线上消费狂
欢的同时，纸盒、包装袋等“快递垃圾”也让人
头痛。近日西安兴起的智能回收，让“快递垃
圾”变废为宝，让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一个包裹智能回收后可减碳超1000克。
家住西安灞桥区现代花城小区的居民李女士
往年收到快递后，就把包装盒、包装袋等随手
扔进垃圾桶。今年，李女士把快递纸盒单独存
放起来，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拿到小区里的
智能回收机前，打开手机微信，扫了扫机器屏
幕上的二维码，仓门就自动打开了。李女士把
快递纸板投递进去，机器立马自动称出了纸板

重量，并根据重量给李女士发放了积分，积分
到达一定数量就可以提现到微信钱包了。

从投递到积分，整个过程不超过20秒。
“随时都可以来投递，也不用担心称重缺斤少
两，又方便又环保，还能得实惠。”李女士已经
成了回收机的“铁粉”，不仅“双11”，平时她也
经常来投递可回收物，像她这样积极投递的居
民还有很多。据测算，一个包裹经过智能回收
可减碳超过1000克。按照“双11”人均两个
包裹计算，一个千人小区就可减碳2吨。

目前快递包装总体回收率不到20%。今
年10月，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提出，推行“互联网+”回收模式，实现再生资源
应收尽收。”据统计，快递行业每年产生超900

万吨纸类废弃物，约180万吨塑料废弃物，但
快递包装总体回收率不到20%，包装箱回收率
远低于50%。

而所有可回收物被送到末端分拣中心后，
会被精细分拣到40个品类以上，最终进入有
资质的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变废为宝”。比如
快递盒属于纸类，经过再生处理之后，可以做
成再生纸以及日用品、建材的原材料；大部分
快递袋属于塑料类，可以转化为再生塑料和纺
织材料等。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方海韵
认为，通过“互联网+回收”新业态，可推进快
递包装废弃物中可回收物的规范化、洁净化回
收，对绿色物流的推广和快递包装循环利用大
有助益。

智能回收，让快递垃圾“变废为宝”

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由193头发展到约300头，长期活动范围扩大到3个州市55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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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活生活
最新一期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自然》发表一篇环境研究论文，研
究人员开展一项以假设装置为模
型的全球评估表明，利用太阳能在
大气中集水，或可为约 10 亿人提
供安全饮用水。

该论文介绍，研究人员展示了
一个评估大气集水装置提供安全
饮用水潜力的地理空间工具。该
工具体现了全球湿度模式、气温和
阳光辐射，基于假设的太阳能集水
装置（约有1~2平方米太阳能集热
面积）。

其研究结果表明，该工具通过
持续白天运行，强烈的阳光和超过
30%的湿度事实上可充分配合，平
均每天支持产生 5 升水。如得到
广泛部署，这类装置有可能为生活
在此类气候条件下的约10亿人提
供安全的饮用水。论文作者还以
现有装置潜力比较了这些结果，表
明新兴技术有望达成这些目标。

（彭瑶）

用太阳能在大气中集水
或可供10亿人安全饮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云南将建立健全科学的符合亚洲象生存生
长规律的长效管控机制，并加快推进西双版纳
热带雨林（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创立。这是云南
省副省长王显刚在10月13日举行的《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的。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一群野生亚
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保
护区出发，历时17个月、迂回1300多公里来了
一趟“北上南归之旅”，上演了我国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范例，也引发人们对亚洲象
这一物种的关注。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陆
生脊椎动物，在我国被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
物种。作为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亚
洲象目前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临沧和普洱3个州市。

30多年来，云南省通过出台保护和补偿政
策、改善亚洲象生存环境、实施保护性项目、提高

“与象为邻”群众的保护意识，在全球亚洲象总量
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20世纪80年代的193头，发展到目前约300
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有力证
明，也是我国生态保护持续向好的直接体现。

云南省实施多举措保护，亚洲象种
群数量增长、分布范围扩大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多年来，云南一
直积极致力于亚洲象的全方位、多举措保护，成
效显著。

加强栖息地保护与修复。1958年，西双版
纳自然保护区建立。此后，云南在亚洲象分布
地区建立了11处保护区，总面积约51万公顷，
形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地方级自然
保护区为补充的亚洲象保护网络。2001年开
始实施亚洲象栖息地恢复改造试点，完成修复
面积600余公顷。同时，云南省通过普法宣传
和严厉惩治，严厉打击盗猎和非法贸易，已基本
杜绝亚洲象盗猎情况。

开展科学研究，实施收容救助。2018年云
南省林草局组建第一届亚洲象专家委员会，国家
林草局成立了亚洲象研究中心，云南大学设立了
云南亚洲象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2018
年，云南省完成《中国云南野生亚洲象资源本底
调查》，目前已全面掌握亚洲象种群数量、分布和
活动轨迹，常见种群能够实现个体识别。2009
年，“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建成，截
至目前已野外救护亚洲象20余头次。

推进亚洲象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建
设。云南省聘用122名专职亚洲象监测员，建
立“两分一包”监测制度，在西双版纳建立了亚
洲象监测预警中心。2017年开始综合运用人
工跟踪、定点设备和无人机等监测手段，实时监
测亚洲象分布、数量、活动情况，并通过定制
APP向分布区群众实时发布亚洲象活动信息，
提示群众避让亚洲象。

目前，亚洲象分布区域均已制定《亚洲象保
护与安全防范应急预案》，减少了人象遭遇的概
率。2021年1月，云南省林草局公开征求《加强
亚洲象保护，构建人象和谐发展的意见（征求意
见稿）》的建议，其核心内容之一即建立“象长”制，
成立省及亚洲象分布区州（市）、县（市、区）三级的
亚洲象保护管理机构，统筹做好亚洲象保护、监
测、预警、防范、调控、宣传等工作。

稳步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1992年云
南在全省启动野生动物肇事补偿，1998年云南
省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
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09年起在西双版纳

引入商业保险机制补偿野象肇事给群众带来的
损失，2014年云南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全
省统一购买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2014年至
2020年，累计赔付亚洲象肇事损失1.73亿元。

推动中老跨境联合保护亚洲象。2006年，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南塔省楠木
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召开了第一次亚洲象跨境
保护会议，开启了跨境保护先河。至2012年
12月，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北部
三省签订协议，建立了长220公里、面积约20
万公顷的“中老边境联合保护区域”，构建了两
国间绿色生态长廊。

今年6月在亚洲象北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集中采访活动中，云南省林草局动植物处副处
长杨华介绍，目前大象保护优先的观念已深入
人心，亚洲象种群除了数量不断增长，分布范围
也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亚洲象仅分布
于云南2个州市、3个县区、14个乡镇；到2020
年底，亚洲象长期活动范围扩大到3个州市、12
个县市区、55个乡镇。

大象保护优先观念深入人心，IFAW
项目以经济赋能缓解“人象冲突”

曹大藩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也是国际爱
护动物基金会（IFAW）云南代表处代表.他和
亚洲象打交道已有21年了。曹大藩对记者说，
这些年他见证了当地群众对亚洲象由喜爱到冲
突再到自愿保护的变化。

1992年，1头雄象来到普洱市，这是16年
来野生亚洲象第一次在当地现身。1994年，一
个由5头雌象组成的象群到访普洱，象群从
1996年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因为傣族人一直
将大象视为吉祥的象征，野生亚洲象的出现给
当地人带来了巨大惊喜，人们像过节一样去观
赏大象，还纷纷给大象投喂食物。然而，没过多
久象群不时会闯入稻田、果园甚至住宅，毁坏房
屋、财产，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人和象开
始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人象冲突”慢慢加剧。

2000年4月，普洱市和IFAW共同开展了

“亚洲象及其栖息地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该
项目刚一成立，曹大藩和同事们就下乡走访在
亚洲象活动区生活的村民。“我们给村民讲解法
律法规，告诉大家我国野生亚洲象非常稀少，是
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但村民们纷纷抱怨亚洲象
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曹大藩和同事们明白，
如果没有实际措施，一切宣传都是苍白而没有
说服力的。2000年7月，该项目正式启动，第
一批“互助基金”也一并发放到村民手中。

传统的保护是关注动物，该项目尝试“保护
动物从关注人开始”。曹大藩向记者介绍，除了
为村民提供“互助基金”，该项目还对村民进行
农村理财培训，邀请农技专家实地传授生产技
术，组织项目试点村寨进行生产交流……“我
们为普洱地区7个村子超过210户提供小额贷
款，实现平均户年收入增长35%，并通过精细
项目管理实现了100%还款率。”让曹大藩印象
深刻的是，有几位当地妇女参与该项目后，从刚
开始不愿意到带领小组取得很好增收成绩，最
终成为了带领社区发展的中坚力量。

“今年‘象群北上’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保护物种本身、保护栖息地的重要。而我们
深知，与大象毗邻而居的老百姓生计也同样重
要，只有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们才能成为
最前线最有力的大象守护者。”曹大藩说。
2020年6月，IFAW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及当地
政府，在亚洲象活动频繁区域——倒淌箐社区
启动了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发展项目。

倒淌箐社区生活着34户从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搬迁出来的生态移民，比
邻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片区，其周
围仍生活着包括亚洲象在内的众多野生动物。

该项目通过帮助居民开展如养蜂和生态友
好的替代种植等活动，让居民提升技能和收入，
增强抵抗大象活动带来损失的能力。同时，还
可减少居民在周围森林中的活动，尽量避免与
亚洲象遭遇。此外，该项目还动员社区居民积
极参与周围栖息地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项目邀
请了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实地勘

察，选定适宜当地气候的芒果、澳洲坚果等替代
经济作物，替换村民原来的橡胶种植，促进当地
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给大象和居民
留出了生存缓冲区。该项目还为倒淌箐附近的
南满河社区提供了100个蜂箱，将其成功样本
复制延伸到更广泛区域。

在倒淌箐的养蜂护象项目中，彝族妇女张
江美被推选为2组组长。张江美说，IFAW与
企业合作兜底收购村民们的蜜，还给养殖户们
聘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不到半年，张江美已
从一个普通村民成为了养殖户带头人。曹大藩
对记者说：“养蜂护象项目减少了村民到丛林里
的活动，也通过增加收入提高了抗象损能力，减
轻了村民对于亚洲象造成的损失‘抵触’情绪。
包括张江美在内的每一个养殖户也成为我们保
护大象的优秀宣传员。”

养蜂2组小组长王少宽，经常和父亲一起
担任该片保护区的护林巡护工作。他说：“等蜂
蜜可以卖的时候，我打算拍个小视频，通过淘宝
或抖音给大家讲讲我们养蜂护象的故事，让更
多的人关注和爱护大象”。

此外，IFAW还打造了云南第一个社区级
大象活动预警体系，覆盖了大象核心区超过60
个村庄，并开展深入社区的人象安全教育，让与
大象共生的社区掌握避免人象冲突的知识和技
巧。今年4月，IFAW联合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林
草局，合作启动了“社区模范”巡护员预警网络，
加强对巡护员预防人象冲突的能力建设，并支
持他们向当地百姓提供常态性的人象安全宣传
培训，最大程度上降低人象冲突。IFAW对宣
传员进行的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亚洲象生态知
识、亚洲象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社区宣传教育
活动技能等。曹大藩向记者介绍说，该项目执
行一个季度后已深入动员了1600多名村民加
强人象冲突预防，在该项目培训过的村寨中目
前无一例人象安全事故发生。这种社区安全防
范配合政府、林业部门的预警监测体系，通过社
区培训、一线人员能力建设等培训，加入村民安
全防范手册等内容，将搭建一个更为完整的社
区安全防范形式。

环保新探索新探索

2021 年，全国首个以环保牛
仔面料为主题、以可持续设计理
念为指导的绿色时尚大秀 Green
Challenge10 月 10 日在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 100 层“云端”上演。9
位独立设计师、29 套可持续设计
作品，首次公开亮相，传递“越环
保、越时髦”的理念，呼吁大家爱
地球，从“衣”开始。

2021 Green Challenge 可 持
续时尚大赏由独立设计师利用环
保牛仔、再生涤纶、莱赛尔等面料
进行设计，并在设计和制作过程
中严格遵守 Green Challenge 可
持续设计指南，设计出具有环保
性、循环性特质的服饰。 （敏稳）

长沙理工大学贾传坤教授团
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以废旧沥青
为碳源，制备出具三维孔状结构和
高比表面积的介孔碳材料。研究
发现，以该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比容量可比现有商用石墨
提高近52%；介孔碳材料作为电极，
在钠离子电池、钾离子电池和大规
模储能液流电池中均可表现出优
异的电化学性能。该研究成果日
前在线发表于国际能源期刊《电源
杂志》。

我国公路每年因路面维护所
产生的废旧沥青混合料有近 2 亿
吨。“废旧沥青在储能中的资源化
利用，不仅有效解决了废旧沥青带
来的环境污染和回收成本高等问
题，也为研发低成本高性能的锂、
钠、钾等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和液流
电池电极材料提供了新思路，一举
两得。同时，回收处理用的样机我
们也已研发和制造出来，这项成果
正在洽谈落地产业化阶段。”贾传
坤说。 （胡珍）

废旧沥青再“上岗”
可用于造储能电池

爱地球从“衣”开始
环保牛仔时尚秀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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