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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自然伙伴计划”是
湖州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
区建设的创新实践。如今，
不仅在本地开花结果，其独
特的理念与实践模式正跨越
山海，激起全球回响。

上周，国内首个“自然
伙伴计划”国际交流中心在
湖州揭牌成立。作为计划的
发起人，虞伟说，今年 9
月，他将携这一中国实践，
赴巴西参加联合国环境署主
办的中巴生物多样性和森林
保护国际研讨会，并同步启
动巴西的“自然伙伴计划”
国际交流中心。湖州与巴西
的国际交流中心成立后，将
构建起跨越太平洋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对话
合作新平台，标志着“自然
伙伴计划”开始系统性走向
世界。

“自然伙伴计划”实践1
年，早已受到国际关注。去
年底，在杭州举行的“生
物多样性友好行动——国际
经验与浙江实践”国际学术
会议上，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
克·索尔海姆在接受采访时
点赞“自然伙伴计划”，并
表示这一计划有望为中国
的环境保护事业注入新的
活力。

“自然伙伴计划”国际交
流中心的成立，也折射出湖
州生态建设经验持续走向国
际。去年，作为中国唯一地
市代表参加第六届联合国环
境大会，围绕应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践
发表主旨演讲；开展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发展
基本经验及案例研修班来湖考察调
研；举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气
候投融资培训班；赴阿塞拜疆参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
次缔约方大会 （COP29），举办边会
活动向国际社会宣介湖州生态文明建
设经验成果……

市生态环境局表示，新成
立的“自然伙伴计划”国际交

流中心将成为深化全球合
作 的 核 心 枢 纽， 未 来

将重点开展跨国交流
推 广 、 典 型 案 例 分
享、伙伴网络共建等

活动，吸纳更多国际力量参与，让
“自然伙伴计划”理念和实践在全球更
多角落生根发芽；通过讲述伙伴关
系，重塑人地和谐、赋能绿色发展的
湖州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基层智慧与可行路径。

——探寻湖州“自然伙伴计划”走向全球的“密码”

安吉县溪龙乡新丰村白鹭成群，构成一幅田园生态画卷。通讯员 潘学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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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 “1+1>2”的破圈传播

“自然画家”在写生。

“自然伙伴计划”现场书画活动。

裂变 生态价值的多元转化

德清县朱鹮人工繁育种源基地。
记者 谢尚国 摄

每到节假日，湖州灵粮生态农场便会
迎来一波波研学团队。“有杭州的，有上
海的，甚至有安徽、江西等地的。”湖州
灵粮生态农场“新农人”朱赟说。

她坦言，之前农场重点关注的是园内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种植，很少去了解农
场以外的领域。加入“自然伙伴计划”以
来，她和团队成员看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
伙伴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为生态保护工作
努力着。正是因此，他们的视角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会把自然、生态、可持续发
展、生物多样性等理念融入到农场运营
中，带着游客共同探索自然、发现自然、
保护自然。

目前，农场体验基地有400亩果蔬大

棚，种植有25个品种、70个品相的农作
物，养殖了鸵鸟、梅花鹿、孔雀等15个
品种的小动物，并结合二十四节气开展实
践体验，积极开发田园梦想家、大地守护
者、湿地飞行者等自然教育课程体系，从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进行
科普传播。

前不久，农场联手“自然伙伴计
划”，共同发起“童真永续力”五感农场
自然艺术共创展，以时光自然馆、童心任
意门、童真实验室三大版块向大家展现自
然之美。

中国计量大学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自然伙伴计划”发起人虞伟
接受采访时说，“自然伙伴计划”强调用

伙伴关系来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构
建新型伙伴关系重塑人地关系，为乡村振
兴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在长兴县泗安镇上泗安村，“自然合
伙人”让该村尝到了甜头。该村利用“上
游水库+下游古镇”模式，建设新型村
庄，保留泗安塘自然边坡，留住原生态村
落传统风貌，盘活闲置水资源和劳动力资
源，发展观光旅游产业。

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忠旗
介绍，以“自然伙伴计划”为突破口，该
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每个行
业、每位村民都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参与者，年均吸引5万余人来此休闲度
假，实现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翻番。

当大自然有了更大

文/ 记者 陆晓芬 本版部分图片由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浙江长龙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
理部主任段利君平时工作在位于海拔
1040米的上水库，2015年进山以来，他
便在此坚守了10年。

大山无言，寂寞吗？段利君坦言并没
有这种感觉，从建设、蓄水到发电，从中
经历很多困难，由此带来的成就感也不言
而喻。每天面对着大山、美景以及自然的
力量，段利君内心丰盈。去年，他参加了

“自然伙伴计划”，想把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长龙山的兴
奋，这里东西两侧是山岭，山谷两端筑坝
形成上水库；山下有山河港流过，只需拦
河修一道大坝就能建成下水库。2个水库
有效落差700多米，是抽水蓄能电站的黄
金高度。”

“你看，坝体的一面面水泥挡墙上，
成百上千株爬山虎正拔节而上，前期撒下
的草籽盎然生长，盘山公路也成为当地的
发展新路。前几年，安吉云上草原项目就
是通过这条道路运输材料的。”

……
像段利君一样，很多人根据自己的职

业、性格、爱好等，加入“自然伙伴计
划”，当起自然农人、自然摄影师、自然
讲师等，讲述湖州生态文明故事，传递生
态理念。

当然，湖州也确实有诸多故事可讲。
记者了解到，湖州自 2022 年被COP15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认定为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
区以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积极展开
探索和实践，全市域共有8460种生物物
种，覆盖高等植物、哺乳动物、两栖动
物、周丛藻类等12个生物类群。

“自然伙伴计划”启动后，得到全市
各界积极响应。在此基础上，市生态环境
局、市教育局联合开展第一届湖州市中小
学生自然笔记大赛。通过发动全市中小学

生制作自然笔记作品，鼓励孩子们走进自
然、观察自然、记录自然。

活动自去年6月开展以来，已收到全
市中小学生上万份作品。形态各异的昆
虫，当天气寒冷时它们都去了哪里？花儿
如何经由花朵转变为生命延续的种子呢？
树干粗大的古树，围绕它建立了哪些生态
系统？为什么有的鸟类的脚有蹼？为什么
有的鸟类腿特别长？孩子们凭借热爱自
然、善于观察的心，以手写、手绘的形式
记录观察自然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市生态环境局表示，“自然伙伴计
划”最大的亮点是开放和包容的参与机
制，通过跨界行动释放全民守护自然的潜
力和热情，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比如去年推出了“自然精
灵”招募计划，今年春季发起了“一起找
野菜”活动，富有趣味又深入人心。

当下，一种新型“追星”活动悄然兴
起，“顶流”就是各种鸟类。

湖州师范学院学生刘善勇就是一个观
鸟的深度爱好者。在他看来，观鸟对年轻
人而言，是一种沉浸式的自然体验，可以
在鸟鸣与晨光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并以此
记录自然。“我的自然伙伴，感谢您！”昨
天，他在学校拍到一只黄鹂，拍照发了朋
友圈。

去年6月，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中国计
量大学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
首发“自然伙伴计划”。该计划是生态环
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系列品牌活动“益起守护行动”
的合作伙伴，意在构建一个多元化、包
容性的生态环保社群，唤起公众对自然
环境的关注，引导公众观察自然，发现
自然的美好，培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兴

趣，并将爱好自然的兴趣转化为守护自
然的行动。

经过1年的实践和发展，湖州陆续推
出自然农人、自然摄影师、自然守护者等
16个子项目社群，共收到2.1万余名“自
然伙伴”提交的生态作品和行动。

那么，这项活动进展如何？带来了哪
些变化？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对此，记者
近期开展了走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