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您在现代化中任性地生活
如远古般空气中放肆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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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流式电除尘器

对原有除尘方式的重大颠覆，驱除雾霾的科

技利器，民族智慧的结晶。

除尘效率：高于90%（捕集 PM2.5效果更佳）。

运行费用低：由于技术上的创新突破，在电、

水、运维费用等方面有数量级的下降。

可靠持久：寿命保证30年，为用户提供10年

免费维护。

北京华能达以科技之剑、斩雾霾之首

■ 空预器密封技术

国内外市场连年占有率领先，已为300多台

机组进行了改造，多次刷新业内技术指标。

■ 孟氏空预器防堵灰综合方案

采用统筹思想方法，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为您根

治空预器堵灰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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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看似连问的必要都没
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
统计数据，2013 年，我国微博用户
规模近 3 亿，微信等即时通信网民
规模增至 5.32亿，其中手机即时通信
网民数为 4.31亿，相当于我国人口的
1/3，且用户活跃度极高。使用社交平
台已成为生活新风。环保NGO在开
展环境教育时，若不能主动涉足社交
平台，拓展传播途径，无异于自我孤
立。

然而，对于这些 NGO 而言，退
则失守，进也未必赢得满堂彩。不
少 NGO 虽然开通了微博、微信等

公众账号，但所发送的内容应者寥
寥，有时甚至只有数十次点击量。
传播热情被冷反馈浇灭。有的账号
渐渐被弃之不用，有的蜕变为账号
管理者的个人评论空间。这是很多
从 事 环 境 教 育 社 交 平 台 推 广 的
NGO 都面临的困境。

孤 独 中 ，还 有 必 要 勉 力 维 系
吗？有着多年新媒体从业经验的任
勇给出肯定的答案。在他看来，纵
然读者有限，但这样的努力会影响
到真正关心环境教育乃至环境议题
的群体，其付出很有价值。

自然之友微信账号管理者杨丹

表示，线上环境教育的坚持是对线
下活动的重要补充。为了保证高质
量，环境教育线下活动通常要放弃
对广覆盖的追求，活动参加人数不
多。以自然之友的亲子自然体验活
动为例，每次参与的家庭不超过 20
个。“即便我们每周末都组织这样的
活动，一年下来，参与人数也很有
限。”杨丹说。因此，需要辅以线上
环境教育，将更多讯息和环保理念
传递给更多的人。NGO 需要思考
的是如何精耕，扩大其社交平台影
响力，而不是在是否涉足的问题上
徘徊。

线上传播是对线下活动的补充和延伸线上传播是对线下活动的补充和延伸

社交平台成环境教育新阵地社交平台成环境教育新阵地
◆本报见习记者陈妍凌
特约撰稿冷杉

借 助 手 机 等 移 动 终 端 的 普 及

和 网 络 社 交 体 系 的 构 建 ，微 信 、微
博 等 平 台 聚 合 了 大 量 用 户 。 越 来
越 多 的 环 保 NGO 也 开 始 尝 试 利
用 新 媒 体 社 交 平 台 开 展 环 境 教

育 。 但 是 ，效 果 并 不 尽 如 人 意 。
不 少 NGO 社 交 平 台 账 号 在 鲜 有
人 问 津 中 式 微 ，并 未 形 成 想 像 中
的强大影响力。

有必要涉足社交平台吗？
社交平台是新兴事物，需要从事环

境教育的 NGO 保持求知若渴的状态。
在内容制作时，注重倾听。在形式优化

时，多借助第三方制作软件。在发展策
略制定时，多借鉴运营较好、有影响力的
公众账号的经验。

经验谈

本报讯 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近
日携手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联合举办

“为环保微改变——旧书换环保小礼
品”活动。不少市民来到南京市珠江
路地铁站内的“糖果爱心小屋”，用旧
童书置换小礼品。

市民只要持八成新、内容积极向
上、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书籍，就能换
取环保铅笔、鼠标垫、钥匙扣等小礼
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特意
抽时间前来。活动刚刚开始，市民柏
先 生 就 带 着 3 本 儿 童 读 物 来 到 现
场 。“ 这 些 书 当 废 纸 卖 掉 觉 得 可 惜 ，
留在家里又没什么用。我从报纸上
看 到 这 个 换 书 活 动 就 立 刻 过 来
了 。”柏先生送来的一本《格林童话》
封皮有开裂，来之前他还特意粘贴修
补了一番。

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童书循环使用，一方面让更多
家庭一起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另一
方面也可增强儿童的节约意识，有利
于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

除了提倡低碳环保以外，此次活
动还有慈善意义。南京地铁运营公司
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将把这次收集
到的童书捐献给希望小学。”

今后这样的环保置换活动将会长
期开展，并定期在江苏省环保宣教中
心的官方微博“@江苏环保”上发布。

刘萍李苑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水中的
童话》环保新书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
办。这是国内首次专门针对水环境问
题，征集儿童图画作品所制作的中英
双语图书。

本次活动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
导、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主办，华
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明月基
金提供公益支持。据介绍，本书通过
5 篇没有预设结局的童话故事，向少
年儿童介绍了河流污染、海水赤潮、湖
泊消失、生活用水浪费和地下水位下
降等较为常见的水环境问题。

自 2014 年 9 月启动以来，《水中的
童话》环保图画征集活动收到了来自
北京、山东、河南、山 西 等 多 个 省 份
的 数 百 幅 儿 童 环 保 画 作 ，其 中 的 优
秀图画作品被选入书中。为了让书
具有更加实际和广泛的环境教育价
值，还介绍了许多与水环境相关的科
学常识。

发布会上，一些家长和老师表示，
本次活动巧妙地运用了绘画这种寓教
于乐的形式，在号召孩子们动手动脑
的同时，还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树立
起维护绿色生态家园的使命。

《水中的童话》发布

谁说旧书没用？

新鲜速递

具备新媒体思维了吗？

掌握新媒体思维，不仅意味着
秉持高效、即时的信息传播原则，
还要有互动、开放的传播态度。

首先应明确角色定位。曾为
多 家 非 营 利 性 机 构 设 计 信 息 化
产 品 的 彭 微 认 为 ，把 社 交 平 台 当
成 机 构 发 通 稿 的 阵 地 极 为 不
智 。 例 如 一 些 NGO 端 着 高 大 上
的 架 子 ，以 刻 板 的 口 吻 ，发 布 环

境 教 育 活 动 、机 构 人 员 参 加 高 端
会 议 等 报 道 ，无 形 中 割 裂 了 与 受
众 的 情 感 纽 带 。“ 受 众 会 觉 得 ，你
很 牛 ，但 是 ，与 我 何 干 ？”彭 微
说 。 NGO 应 当 转 变“ 以 我 为 主 ”
的 传 播 思 路 ，多 换 位 思 考 ，调 整
话 语 风 格 ，以 平 视 的 姿 态 ，加 强
与受众的互动。

有 互 动 就 有 褒 贬 ，还 得 做 好

“挨板儿砖”的准备。例如，越来越
多的 NGO 尝试依托社交平台开展
众筹行动，依靠大众力量为环境教
育项目募资。但此举不免招来受
众 对 其 可 信 度 的 质 疑 甚 至 恶 评 。
一些环境教育项目的推广也会被
挑剔——活动方案不佳。彭微认
为，褒贬不一恰恰是网络舆论的正
常现象。

“涨粉”是终极目标吗？

点击 量 和 粉 丝 数 的 增 长 ，无
疑 让 苦 于 账 号 少 人 问 津 的 NGO
喜 出 望 外 ，但 有 时也让管理者陷
入舍本逐末的传播误区 。 为 了 提
升 账 号 关 注 度 ，偏 离 环 境 教 育 的
初衷，转而传播心灵鸡汤、养生秘
方或者更具眼球效应的 内 容 。 短
期 的 高 人 气 伴 随 着 定 位 的 模 糊
化 ，时 间 一 久 也 就 失 去 环 境 传播
特色。

“社群培养才是努力的方向。”
彭微认为 ，“ 涨 粉 ”不 能 成 为 终 极
目 标 。 她 将 受 众 分 为 路 人 粉 、铁
粉 和 脑 残 粉 。 路 人 粉 偶 尔 翻 阅
推 送 的 内 容 ；铁 粉 长期关注账号
并点赞支持；脑残粉也非贬义，他
们不仅对 NGO 公众账号传播的内
容和理念抱有价值认同，还愿意投
入这项事业中。例如当一名受众
独自开展自然体验时，不忘随手拍

下自然风光或新奇鸟类等图片，并
进行互动分享，间接开展了环境教
育。

彭 微 表 示 ，无 论 粉 丝 数 量 多
少，对这个虚拟空间社群的培养目
标都不应改变。应依托社交平台
开展环境教育，传播环境知识，培
养环境意识，吸引路人粉，并促成
他们逐渐向铁粉、脑残粉转变，成
为身体力行的环保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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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是 一 群 本 事 不 大 的 人 ，但 我 们 很 专 注 ！ 我 们 是 一 个 规 模 不 大 的 公 司 ，但 我 们 很 专 业 ！

■制定综合发展规划

完全依靠内容来支撑的社交平台传
播，粉丝增长速度未必很快，因此还需要
对公众账号制定综合发展规划。

首先，要做好推广。没推广，再好的
环境教育项目也无人知晓。例如当前直
接通过订阅公众号阅读内容的受众并不在
多数，而朋友圈带来的阅读则占到半数以
上。因此，必须增强推广意识，制定朋友
圈推广方案，借助忠实用户、同行和媒体
的力量，共同将内容二次推送出去。

其次，要注重技术整合。NGO 公众
账号发展前期，可以做个“安静的小账
号”。毕竟，规模不大的环保NGO没有过
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但后期就应当注
重技术整合，提升用户体验。例如开展线
上纪念品订购时，改变当面交易，转以微信
支付；美化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等。

此外，要策划更多线下活动，形成线
上线下的对接，激活受众的关注度和参
与感。

■加强受众分析与研判

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是信息生成、扩
散、再加工的路径。但无论传播的渠道
和形式如何变化，“它终究是以人为本
的。”彭微说。这就需要加强对受众的信
息采集和分析，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传
播方案。例如，受众的性别、年龄、居住
地、感兴趣的话题等。

杨丹告诉记者，自然之友通过受众

调查发现，关注环境教育信息的多是有
孩子的父母。为了引发他们的共鸣，推
广环境教育理念，杨丹向许多参加过自
然之友环境教育亲子活动的父母约稿，
用参与者的故事说服迟疑的关注者。

“尽量把受众聚合在一起，才有使劲
的方向。”彭微说。同时，受众分析还是
寻找忠实用户的重要途径。

■善于借力

王聪骢坦言，高品质图文故事很难
可持续创作。一方面，它对制作者的要
求较高，既要掌握扎实的环境基础知识，
又要有编写故事和作图的能力。另一方
面，大多数 NGO 人手有限。耗费大量
精力投入社交平台上精品内容的生产，
显然并不现实。

因此，要善于借力。彭微指出，在推
进环保社群建构时，更要激活社群，注意

主动发掘和培养能为机构生产内容的
“脑残粉”，增强他们的活跃度。

秘境守护者的创始人吴雯也认为，
NGO 社交平台上的环境教育内容不能
完全依靠机构内部的原创，还要培养一群
有志于环境知识传播的发烧友，并安排机
构内专人负责打理这个群体，对接约稿等
事宜。任勇则建议，NGO间不妨加强合作
和联动，形成优质内容的共享和嫁接。

■用心制作每一条内容

萌萌的对话，生动的图片，一只只总被
人们误认的小鸟在“鸟哨小剧场”中争相出
场。上海“鸟哨”护鸟志愿者队利用微博账
号@鸟哨在行动，带人们认识棕背伯劳、树
麻雀等鸟类。账号管理者王聪骢表示，观
鸟活动很容易变成“小圈子行动”，参与者
都是对鸟类有一定认知的人。而要形成全
社会爱鸟护鸟的氛围、影响更多对自然和
鸟类不太感兴趣的人，就需要鸟哨小剧场

这样的小故事、小段子和妙图片。
社交平台传播，内容为王。任勇指

出，好的内容是读者愿意二次转发的基
础，也是公众账号扩大影响力的保障。

微信账号“自然之友”便格外重视把
握传播规律和受众需求。管理者杨丹发
现，介绍实用环保小技巧的文章点击率
颇高，她因此更多地搜集并发布这些信
息，将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