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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作为党
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思
想、扩大共识、鼓舞斗志、凝聚力
量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进
一步强化了环境宣传教育的法
律地位，并首次明确规定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
和普及，把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提
高到新的历史地位。

为进一步集思广益，科学编
制环境宣教“十三五”规划，使

“十三五”环境宣教工作更加适
应新时期环保事业发展要求，更
加符合宣教工作规律，更加反映
公众意愿，按照“开门编规划”的
原则，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与
中国环境报社联合面向社会开
展“建言环境宣教‘十三五’规
划”征文活动，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对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以提升环境宣教工
作的能力和水平，共同绘制环境
宣教“十三五”蓝图。

征文主题是：共话宣教“十
三五”，同绘环保新蓝图。作品
可以就如何做好“十三五”环境

宣教工作谈思考和体会，也可以
结合工作实际介绍经验和方法，
以更好地提高环境保护舆论引
导能力、提高面向社会开展环境
宣传的实效、提升环境文化的影
响力和传播力、推动公众理性有
序参与环境保护公共事务。

文章要求有独特视角和独
到见解。来稿均为未公开出版
和发表的作品，字数在 2000 字
以内。征文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0 月，应征作品将择优在《中
国环境报》教育版刊发。征文活
动结束后，将按照公正、公平、公
开的原则评选优秀作品。欢迎
广大读者踊跃参与。

征文设专用邮箱：
zhengwenhjxc@sina.com
邮寄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

街 16号 1201 室
中国环境报社文化教育部
邮编：100062
联系电话：010-67112251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
中国环境报社

建言环境宣教“十三五”规划

征文启事

日本重视国民的环境教育，不仅将其纳入义务教育法，还通过建设环
境教育馆、环保俱乐部、编制通俗环保教材等方式，提高公众环境意识。
图为日本奈良东大寺公园内一群孩子与梅花鹿和谐相处。 邓佳摄

◆本报记者陈妍凌

开放的赛场，频繁的互动。近百位
中学生同时接受多组评委提问，数十名
教师相互交流切磋。

第 13 届“赛莱默”杯全国中学生水科
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中
国地区选拔赛近日在宁波市北仑区举
行。组委会一改往年在封闭教室逐组答
辩的传统，首次引入斯德哥尔摩青少年
水奖总决赛的比赛形式，以开放的赛场
设计，让各参赛队相互取长补短，交流环
境教育心得。

关注身边水情
科学服务生活

生长在汉江边的柯帅深爱着自己的
家乡武汉，也为这座城市乃至全国所面
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等问题感到忧
虑。结合自己对航模的热爱，柯帅萌发
了利用无人机对水资源进行调查分析的
想法。

凭借《基于水资源保护叶绿素反演
模型无人机设计》项目，这位来自湖北省
水果湖第二中学的学生摘得发明类项目

冠军，拿到了代表中国出征世界斯德哥
尔摩青少年水奖瑞典总决赛的入场券。
他研发的“弘禹号”无人机能在不接触水
体的情况下测算水体叶绿素 a的含量，从
而监测水质。他希望，这款无人机将来
在水质监测、应急执法、水上垃圾清理等
方面发挥作用。

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 18 个省、市、自
治区推荐的项目近 400 件，其中 39 件优
秀项目入围总决赛。让大赛评委周又红
颇感欣慰的是，参赛学生能够围绕水科
技主题，借助科学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创
意，增强自身环境意识和创新能力。

例如，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学生陈
致偶然得知，同学家的自来水有怪味，只
能买矿泉水烧饭。陈致因此查阅资料，
设计了自来水异味电氧化装置，处理饮
用水中非常规的微量有机污染物。杭州
市紫金港中学学生曾熙那则发明了一种
家庭淋浴废水余热回收装置。他的灵感
同样来自生活：淋浴废水都是热水，直接
流入下水道，太可惜了。

“我们并不追求孩子们在技术领域
有多么高精尖的突破。”广东实验中学教
师王剑说：“而希望他们在生活中发现问
题和技术空白，通过自己的创新和改造，
填补这些缺憾。”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教育室负
责人祝真旭表示，大赛的目的就是希望
学生关注身边水问题，通过调查、提炼和
技术创新，寻找解决办法。

搭建交流平台
共促环境教育

“我所在的农村学校很想搞好环境
教育，你们能提供些支持吗？”湖北襄阳
樊城区青泥湾中学教师张如山向组委会
专家问道。

本届比赛首次将水资源调查类（B
类）项 目 和 水 环 境 知 识 普 及 宣 传 类（C
类）项目纳入到现场决赛，给参赛选手更
多的展示空间。张如山指导学生们开展
的《南水北调背景下的汉江水质监测》项
目 ，获 得 水 资 源 调 查 类（B 类）比 赛 二
等奖。

“我们监测汉江水质 10 年了，很多届
学生都参与过。”张如山和学生们在汉江
边取水样，依托学校的化学实验室，测定
汉 江 水 的 pH 值 、氨 氮 浓 度 、化 学 需 氧
量等。

但是，受制于有限的教学条件，研究
并不顺利。“专业机构不太认可我们的数

据。”在他们看来，这些数据测量项目少、
精度不足，且操作不够规范、专业性不足。

不仅如此，张如山坦言，学校虽为7~8
年级学生开设了环境教育校本课程，“但我
们水平不够，自编的教材效果不好。”

相比之下，现场大多数学生则幸运
得多。许多参赛项目的指导老师向记者
表示，项目曾得到高校或科研院所专家
的指导和帮助。一些学校甚至与专业院
所达成长期合作，定期邀请专家在校内
开展环境专题讲座，或指导环境兴趣小
组开展科学实践。

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副主任何家振
建议，青泥湾中学关注国际生态学校创
建、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等项
目，并愿给予技术指导。

大赛评委、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
泊基地副研究员胡小贞认为，一些学校
希望得到水质监测、统计分析等方面的
专业指导，这对于科研机构而言并不难，
只要搭建起对接的桥梁，双方即可交流
互动，让更多孩子将保护江河水质的热
情化作科学的行动。

很多评委表示，比赛不是目的，相互
交流学习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环境教
育就要以校本课程和科学实践活动来
带动。

“做研究真的很有意思！”说起自己
的项目，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学生李明
芮的音调不自觉地上扬。队友杨帆和陈
隽婕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她们开展的《上海地区酸雨对建筑
物的影响的研究》获得水资源调查类一
等奖。三人不仅探究了酸雨对不同建筑
材料的影响，还借助玻璃缸、置物架、气
压桶等简易装置，构造出接近真实酸雨
环境的实验环境，可为中学生进行有关
实验提供借鉴。

陈隽婕笑称自己如今是半个酸雨专
家，课堂上，同学们回答不上的酸雨问

题，她总能答上。科学实践让她们收获
了专业知识，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和能
力，也拓展了视野。

尽管职业理想各不相同，李明芮想
成为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陈隽婕想当
记者，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们对环境问题
的关注和对科学研究的热爱。她们的下
一个科研主题早就想好了，关注不同染
料分子对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的影响，
暑假就开工。

“做研究上瘾了？”
“根本停不下来呀！”赛场上响起姑

娘们爽朗的笑声。

水科技小达人的心愿与创意水科技小达人的心愿与创意

二等奖。小刘有些失落：“多希望
能摘得特等奖，代表中国学生去瑞典参
加总决赛。”

数月前，受到一则 有 关 微 生 物 发
电 新 闻 的 启 发 ，这 名 高 一 学 生 和 伙
伴 们 开 始 了 对 尿 液 微 生 物 燃 料电池
的研究。

比赛让小刘收获颇丰，不仅聆听了
评委对项目的改进意见，还在答辩中认
识到自身表达能力的不足。

比赛占用了小刘一些课外时间。
两天前，为赶往宁波参赛，他甚至落下
了一节重要的数学课。

“好好学习。”赛后收到妈妈的短
信，小刘眼眶微红，他不确定父母是否
会继续支持自己开展水科技研究。此
前，父母更希望他集中精力学习，考入
重点班。

“开展环境教育，需要家、校、师、生
4 方面共同努力，缺一不可。”大赛评委
周又红说。

当被问及接下来的计划，打算出国
留学的队友黄柏唯很坚定，她要改进、
完善这个项目，争取再次参赛。小刘则
犹豫片刻：“不知道。回去先把落下的
那节数学课补上吧。”

做研究很有意思快
乐 妈妈的短信：好好学习赛场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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