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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3 号台风“天鸽”吹过广州的次

日，黄绮雯踏出家门，就被眼前情景惊呆了：植

根于巷口多年的大树被台风吹倒在地，其他树

木有的断枝，有的垂头丧气地耷拉着，看着让

人心疼。最后，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清理倒下

的树木，锯掉了巷口大树，只留下一个老树

墩。后来，社区又种了新树苗，但是在树苗长

成参天大树前，原来的林荫小路成了暴晒区。

多年后提起这一幕，黄绮雯仍然惋惜。

也是由那时开始，她发现气候和社区生活有

着密切联系。

黄绮雯居住的怡乐社区毗邻中山大学，

民国时期，该处是中大前身“岭南大学”的教

师村，至今保留着部分民国时期的独栋别墅，

是个老社区。她从这个老社区中，看到了越

来越多“气候影响生活”的缩影。其中，暴雨

对居民生活影响最大。暴雨导致道路积水，

居住在红砖民国时期房子的一户街坊为此不

得不在家门口砌上了50多厘米高、异于主体

建筑风格的水泥门槛，以此“防水”；社区里有

一些撂荒的花基，雨天一过，这里泥浆四流。

“这些情景下，我可以做什么？”黄绮雯

说，个人改变不了天气，也无法解决老社区基

础设施问题。直到去年8月，千禾在怡乐社区

招募“气候先锋”。

彼时，黄绮雯对气象科学只有一知半解，

但她还是主动报名参加，因为她非常认可千

禾此举的初衷。“根据介绍，这个项目将社区

比作气候变化适应、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

‘气候先锋’是在社区内培育的有志改善社区

环境和社区关系的‘先锋’人物，他们带动其

他居民，认识气候变化，提升对气候的认知水

平，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中，提高社区居民适

应能力。”黄绮雯说。

在广州、深圳、佛山，还有9人和黄绮雯一

样，成为千禾的“气候先锋”。其中有热衷于

组织社区活动的街坊，也有种植爱好者，还有

关心儿童教育的教育工作者。

社区在“气候适应”课题中有多

重要？千禾环境项目总监何昕告诉

新快报记者，关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观

点和实践，既有以科学家为主的“技

术流”，也有以草根为主的“行动

派”。她介绍，社区中的困难群体适

应、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不高，且

最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威胁。“为此，做

好社区的气候适应倡导科普工作，就

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好

气候变化应对工作”。

天气变化
是开展公益活动的“提示器”

何昕介绍，以广州为例，有许多

公益活动是围绕“气候”而设计、开展

的，比如在高温天气下，社工走访社

区独居老人叮嘱防暑避暑、给环卫工

人“送清凉”等；到了暴雨、台风、低温

天气，社工、志愿者救助露宿人群

……这些都与气候密切相关。

在广州市天河区，尚丙辉志愿服

务团队的负责人、“天河好人”尚丙

辉，每次收到暴雨、台风等气象预警

时，都组织志愿者巡街，在天河客运

站附近寻找露宿街头的流浪人员并

给予援助。

今年8月25日台风“马鞍”来临

之前，志愿者们趁着上午天晴组织行

动，重点对市内易于藏身露宿人员的

骑楼、桥底、隧道等露天地点进行排

查。“我们一边走一边寻找，发现露宿

人员就登记资料，劝导他们接受救

助。对于不愿意接受救助的，指引他

们离开低洼地，避免被淹。幸好组织

了行动，当天下午天气忽转强降雨。

志愿者再次到一些低洼地、天桥底察

看，露宿者都自觉转移了。”他说。

尚丙辉表示，关注天气变化已和

日常的公益活动密不可分，但光靠志

愿者组织救助行动，力度还是不够。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公众自觉做到

节能减排，同时提高避险防灾意识。

遇到极端天气或灾害性天气时，社区

居民能参与救助露宿者等困难群体，

左邻右里之间互相提醒、互相帮助，

应对灾害。”他说。

居民自发环保行为
一点一滴都很宝贵

今年6月，我国17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其

中提到，到2035年，气候适应型社会

基本建成。近日，千禾作为联合主办

方在广州举行珠三角地区气候变化

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

主任袁佳双特别提到，适应气候变化

行动，不要忽视民间力量。“《国家适

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提到的实施

办法中，除了强调政府加强组织、机

制建设，加强资金保障、科技支撑之

外，还强调了公众参与。

例如，动员企业、社区、社

团、公民积极参与适应气

候变化行动，壮大志愿者

队伍，形成社会公众参与

范围”。

这便是“气候先锋”紧

扣社区开展公益行动的原

因。培力气候先锋项目负责

人黄莹欣坦言，项目人员发

现，开展项目的6个社区中，

很多居民的生活习惯非常值

得称赞。“有人平时习惯囤水

囤粮，买好应急照明工具，确

保暴雨连天、无法出门买菜

的时候能生活正常；有些老

人家，多年养成很好的低碳

环保习惯，用心种植自家门

前植物，把拖地污水、洗米水

循环再用……”黄莹欣认为，

虽然这些行为只是居民的自

发行为，但行之有效，不容忽

视。该公益团队鼓励街坊将

自己的节能减排经验传递出

来，向社区分享。

社区需要专业人士
指导学习气候适应

当然，培力气候先锋项目在接触

社区、调动公众学习适应气候技能的

同时，也有不少专业壁垒亟待打破。

“社区家庭只知道种植花草、避

险，是不够的。如果要更系统地组织

居民成立‘气候小组’，参与社区气候

风险点的排查行动、帮助脆弱人群提

升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我们还需要

更多的专业人士支持。”曾婷婷说。

而黄绮雯也希望有专业人士定

期进入社区，支持和指导应对行动，

或者多方参与产生一个属于怡乐社

区的应对气候变化指南以及一套可

操作的机制，让“气候先锋”和怡乐社

区、居民共同形成合力，在科学指导

下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先锋”活跃在社区 种花种草学习
公益项目“培力气候先锋”在广、深、佛6个社区试点， 提升居民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李斯璐
■图片：由受访机构提供

将杂草丛生的花圃“复垦”，种上花草，并命名为“社区花园”；收集随处乱扔
的破旧浴缸、废旧轮胎做成花盆，覆上花泥，撒上种子，等待花开……在广州市海
珠区新港街怡乐社区里，居民黄绮雯带着众多街坊开展园艺种植。

无独有偶，在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的一所幼儿园内，园长曾婷婷和孩
子们一起开辟出小花园，种下花草和蔬菜，还把种子和树苗送给大家带回家继续种植。

别小看这些小花园，它们能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关注气候变化。近日，新快报
记者从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了解到，一项名为“培力气
候先锋”——社区居民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提升的公益行动正以花草种植为媒，将

“气候变化”“气候适应”等宏大话题带进寻常百姓家。黄绮雯、曾婷婷等参与者，
以园艺为切入点，带动社区居民认识、适应、应对、减缓极端气候。他们正从一件
件日常环保小事入手，推动气候“大环境”改变。

▲亲子种植活动很受欢迎。

大自然
随着各个活动的开展，街坊们发

现了越来越多此前没被察觉的气候问

题，大家开始了解适应气候的做法。

在云鹤社区，“气候先锋”贝明以

社区花圃复绿种绿为契机，向公众介

绍“气温升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天气一冷一热，容易引起心脑血管

疾病。”贝明还趁此时开展社区心肺

复苏急救技能讲座，提高社区老年人

应对高温天气的能力。

曾婷婷则告诉新快报记者，有一

次，深圳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不少家

长致电问她：“暴雨天停课不停工，幼

儿园能不能继续托管孩子？”曾婷婷

同意之余，还开展了一次即兴的“气

候课堂”，她特地组织留托的孩子们

观察暴雨，了解暴雨成因，思考暴雨

对自己的影响，引导孩子们思考避险

问题。

至今为止，“气候先锋”们履职1

年，原来的“大先锋”开始培养“小先

锋”。在怡乐社区一次二手市集上，绮

雯欣喜地看到，孩子们带上闲置的玩

具、绘本等物件来摆摊。“不少家长会

趁机教孩子区分需求和需要，并教育

孩子：跟小朋友交换玩具能减少碳排

放，保护我们的地球。”绮雯回忆说。

去年，曾婷婷为社区居民播放了

一部关于澳大利亚山火的纪录片，没

想到今年8月，重庆地区也发生了山

火。“有一名重庆籍街坊特意发短信

告诉我，当年看纪录片的时候，总觉

得这种灾难距离自己遥远，当自己的

家乡发生山火，他才察觉，灾难近在

身边。他因此积极参与社区种植活

动，减缓温室效应。”曾婷婷介绍。

当然，社区家庭只知道要为植物

淋水、松土，只知道遇到台风可能有

树倒下，要避险，仍然不够。

千禾环境项目总监何昕介绍，我

国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措施是

“减缓”和“适应”。“减缓主要通过人

为干预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

把燃油汽车换成电动车、增加植被

等。近年高频词‘碳达峰’和‘碳中

和’，都属于‘减缓’的范畴”。

何昕说，除了减缓，还需要适

应。比如，在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情

况下，调整自然和人之间关系，以达到

减灾避险，甚至消除影响。“应对气候变

化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有

系统的共同努力。当人们知道，自己做

的一点事能惠及自身、推己及人，我们

离系统性的改变就更近一步”。

千禾为了帮助“气候先锋”们推进项目，

先后在广州、佛山、深圳选取6个社区作为试

点。“气候先锋”的工作，便是通过挖掘身边资

源，引入专业人士，指导社区开展花园共建、

堆肥生态种植、气象安全课和气候知识问答、

家庭应急技能培训等社区活动，呼吁居民关

心身边环境、践行低碳生活等。

千禾环境团队还编印了社区种植和气候

变化知识的手册，通过“气候先锋”组织的活

动，把抽象、宏观的气候知识点“传译”得平易

近人，让老少皆懂。

社区园艺种植是“气候先锋”们开展科教

活动的切入点。黄绮雯就成立了种植小组，

召集喜欢种植的街坊，在怡乐社区发掘闲置

的、可种植的公用地带，开辟“社区花园”。种

植小组将垃圾遍地的角落清理干净，将荒废

多年的花圃重新种上蓝雪花、万寿菊、朱蕉等

五颜六色的花草。

而在深圳市的六联社区，“气候先锋”曾

婷婷组织社区家庭收集塑料容器，组织亲子

活动，制作花盆。她还请来专业人士，教这些

亲子家庭用厨余垃圾制作植物酵素、开展栽

培厚植，让气候适应的种子正在社区里萌芽

生长。

在广州市越秀区黄花岗街云鹤社区、黄

埔区永和街新庄社区等地，“气候先锋”们也

组织了种植小组，用千禾提供的种植经费购

买应季花卉种子、容易打理的绿植等，为社区

“添绿”。

黄绮雯介绍，“社区种植活

动会引导居民主动关

注气候变化。毕竟，要

把花草养好就得关

注 天 气 ，抓

住播种、

浇 水 的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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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技术流”也需要“行动派”

■在广州市

海珠区怡乐

社区举办的

二手市集中，

居民自觉倡

导减碳。

▲种植督导

在广州市海

珠区怡乐社

区开展种植

培训。

◀▼在深圳市坪

山区六联社区，

在小花园里种

植植物。

▲在广州市越秀区

云鹤社区，居民在

开展种植活动。

▲在怡乐社区有一个浴缸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