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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火播火种者种者
——记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发起人素娃

◆本报记者王琳琳

2016年，共享单车一不小心成为了那个站
在风口上的项目。仿佛一夜之间，自行车重新

回到了城市中，便捷的网络交织，骑行的人也多
了起来。

运营19个月后，12月5日在肯尼亚，联合
国环境署将2017年度“地球卫士”（商界卓识

奖）授予摩拜单车，表彰摩拜单车在推动绿色出
行、缓解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中作出的巨大贡
献。这是这一奖项设立13年来，首次有中国
企业获此殊荣。

“小小的自行车不仅能够改变人和城市，也
能够改变世界——它既是象征和平的符号，也
是对抗气候变化的武器。”

摩拜单车创始人兼总裁胡玮炜，从联合国

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
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地球卫士”奖杯，在发表获
奖感言时她这样说道。

不难想像她此时的意气风发。镜头里这个

低调、瘦小的女生，把她的单车梦，变成了改变亿
万人出行的一种环保生活方式。

让自行车回归城市

摩拜单车无疑成为本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一
大亮点，首批100辆摩拜单车入驻联合国内罗
毕总部，为来自193个国家的参会代表提供智

能、低碳的出行服务。
过去一年多，摩拜单车引发的绿色出行热

潮，让城市交通和人文环境发生了显著的积极
变化。摩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他们已在全

球拥有两亿多用户，每天有超过3000万人次使
用摩拜单车出行。

如今，摩拜的全球用户骑行总里程超过
182亿公里。这相当于减少了440万吨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也相当于每年路面上减少了124
万辆汽车。

首个共享单车行业白皮书也显示，摩拜单
车运营一年来，中国主要城市自行车出行比例

从5.5%提升至11.6%，改善了公共汽车和地铁
车站之间的连接，使得公共交通更加高效便
捷。此外，越来越多的人骑车出行，提升了城市
的活力，造福着更多实体经济。

“让自行车回归城市”，这充满情怀的口号
成为摩拜的标语，也常常被胡玮炜挂在嘴边。
这是她的初心，她带领摩拜团队做到了，自行车
再一次改变了我们的城市。

坚持下去，种子就会发芽

或许，你早已见识和体验过城市大街小巷

中的“小橙车”，但与高调醒目的单车不同，胡

玮炜并没有如同其他互联网创业者一样大肆宣
扬自己的成功模式。熟悉她的人说她很感性，
同事和朋友都亲切地称她为“胡阿姨”。

很多人都会不禁去问胡玮炜，你是怎么决

定做摩拜单车的？又或者，为什么是你？
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胡玮炜这样回答——

每次面对这个问题，我都会沉默很长时间，我觉
得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说明它。而且很多时候

我认为，一个重大的决策反而是凭直觉。后来
我也无数次地去追溯过，为什么在那一刻，我会
那么坚决地去做一件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不
靠谱的事情。

在成为摩拜创始人之前，胡玮炜是一名记
者，做了近10年汽车行业的报道。

在一次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类电子展
上，胡玮炜深刻感受到了人与汽车的交互，汽车

与汽车的交互，以及未来交通出行的变革。
后来，她干脆辞职自己做了一家公司，叫做

极客汽车。
她结识了越来越多圈子里的先锋派，大家

在一起更多讨论的是，在未来，个人交通工具会
发生很大的变化——个人交通工具会回归，比
如说自行车、电动车。

也许是源于胡玮炜的自行车情节，一些零

星的想法不断闪现。“我当时在想，希望能像
机器猫一样，当我想要一辆自行车时，我就
能从口袋里掏出一辆自行车骑走。因为在大
城市，我无数次从地铁站出来，在高峰时段根本

打不到车。我可能会坐一辆黑摩的，但那非常
危险。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有一辆自行车。”

直到有一天，胡玮炜跟一群工业设计师和
一些投资人坐在一起聊天，当时一位天使投资

人突然说了一句话：“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做
共享单车呢？用手机扫描开锁那种。”胡玮炜
形容说，“我当时就立刻被击中了，觉得这个可
以做。”

胡玮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领导这个项
目，但身边的那些工业设计师不断地在论证说
这个项目有多难：自行车会被偷走，不知道应该
布局在什么地方……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

来，“最后他们就退出了，只有我愿意坚持。”于

是，她就变成了摩拜的创始人。
这正应了她那句话——“其实我不是一个

特别有野心和企图心的人，但如果我心里有一
个想法，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它会慢慢发

芽，不停地推动我去做这件事情。”

不仅是工具，而且承载了更多情怀

胡玮炜说，一个城市如果适合自行车骑行
的话，它的幸福指数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首
先它应该有自行车道，然后有绿树，如果没有绿
树夏天会非常热。空气也应该良好，这样人们

才愿意去骑行。
我们是坐等有一天能够变成这样，还是每

一个人付出一点力量，让这样的想法成真？
“摩拜其实能够让城市的管理者、让所有人

意识到，我们其实可以骑自行车出行，我们的城
市可以规划得更适合骑自行车出行。”摩拜单车
的出现和流行，用科技的力量提升了城市的责
任感。

在联合国的颁奖典礼上，谈及如何将环保运
动融进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时，胡玮炜也表示，当
环保、科技、商业结合在一起，会成为一件非常酷的
事情。我们可以让环保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

也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胡玮炜曾经说起过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单

车》，讲的是他跟爸爸唯一的拥抱，就是他坐在
自行车的后座时，能够抱着爸爸的腰。爸爸虽

然总是很严格，但他所有温暖的记忆都在那辆
自行车上。

如今，自行车让人们重新走到城市的街道
上，用10公里左右的速度和你身边的人谈话、

聊天，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还承载
了很多有趣、有情感的东西。

这也是胡玮炜和摩拜单车的梦想，让我们
的城市生活更美好。

胡玮炜依旧感性，她说，当一家公司为社会
延续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相
信的美好，其实以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回馈
了你。”

传说地球上本没有火种传说地球上本没有火种，，人类生活因此十分困人类生活因此十分困
苦苦。。没有火烧烤食物没有火烧烤食物，，只只好吃生的东西好吃生的东西，，没有火来照没有火来照
明明，，只好在无边的黑暗中只好在无边的黑暗中，，度过一个又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一个漫长的
夜夜晚……晚……

希腊神普罗米修斯怜悯世人希腊神普罗米修斯怜悯世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太冒着生命危险从太
阳神阿波罗那里阳神阿波罗那里““偷偷””走了一个火种走了一个火种，，送给了人类送给了人类。。从从
此人世间便有了温暖此人世间便有了温暖，，有了烟火袅袅有了烟火袅袅。。

是为记是为记。。

“新出行”时代
创新低碳商业模式

每周人物

◆本报记者张黎

¤ 绿色的火种

2017 年 7 月，上海电影广场。上海国际绿
色电影周正在这里举办。

在主持人的介绍下，电影周发起人之一
素娃缓缓走上台，代表主办方欢迎来自世界
各地热爱电影的朋友。

讲到电影周的筹备时，素娃的情绪一下
子涌了上来，她有些激动。过了好一会儿，她
才平复下来，抱歉地向大家致意。随后她与
在场嘉宾分享了十几年来做电影周的感悟。

时间回到 12年前。
2005 年，素娃所在的公司正在拍摄一部

177 集的长片《巴黎感觉》。10 月底，摄制组到
了法国南部高山中的一个小镇梅尼古特。

这个小镇不大，人口只有 900 人，没有宾
馆，也没有咖啡馆。但是，让素娃惊讶的是，
如此平静的小镇上，此时却聚集着 3 万多名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睡帐篷、住房车，与每
一个迎面走来的人亲切问好，丝毫没有陌生
人之间的隔阂。他们彼此之间聊着跟电影有

关的事情，还会在
森林里看电影、观察

动 物 。 兴 致 来 了 ，几 个
好朋友还会聚在一起，走上

一个半小时到海边，如同一个
大家庭的成员一样。

当时，素娃就 被 这 样 的 气 氛 感
染 了 。 她 深 深 记 住 了 这 个 小 镇 特 殊

的 日 子 —— 梅 尼 古 特 鸟 类 电 影节（现为
梅尼古特动物与自然电影节）。素娃和她的
伙伴心想，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关于动物 与
自 然 的 电 影 节 ，中 国 也 应 该 有 属 于 自 己 的
活 动 。 回 来 后 ，素 娃 就 和 同 去 巴 黎 的 伙 伴
巴燕，开始了在中国引进类似电影节的筹备
过程。

¤ 渐旺的火苗

一开始，素娃她们的筹备工作很艰难。
办一个与动物相关的电影节，没有人、也没有
资金、没有城市接受这样的想法。

经过两年的酝酿和寻找，2007 年，第一届
中国·雅安国际熊猫·动物与自然电影周在四
川雅安落地。这是国内唯一以“动物与自然”
为主题的电影展评盛会，一周时间里，参会者
与观众可以欣赏到多部以动物与自然为主题
的电影，参与到一系列以“绿色、生态、低碳、
环保”为主题的活动中来。

第一届自然电影周的举办很成功。素娃
和她的伙伴们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电影资

料馆、法中交流促进会的大力支持下，还邀请
来了“灵感”的来源地——法国梅尼古特动
物与自然电影节的相关人士合作举办国际
性 展 映 活 动 。 大 熊 猫 的 故 乡 四 川 雅 安 ，与
大 熊 猫 发 现 者 的 故 乡 法 国 ，进 行 了 一 场 跨
越时空的影像互动。

就在素娃庆幸事情终于有了眉目之时，
2008 年，四川发生 5·12汶川大地震，与震中相
隔不远的雅安也遭受强震，一时间，俱事停摆，
准备了快一年的第二届电影周“被迫”停下。

事业刚刚有了苗头，就遭遇这样的打击，
素娃和她的伙伴巴燕不禁心灰意冷。然而她
们没有放弃，经过一年多的等待，城市从地震
中慢慢复苏，她们坚持不懈地沟通、联络，终
于在 2009 年，让自然电影周这簇刚刚燃起的
火苗，再一次在雅安点亮。

时至今日，素娃已经不愿再谈起当初的
那些艰难岁月。“困难肯定都有，但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往前看。”素娃说。

素娃的伙伴、同时也是电影周的创始人
巴燕向记者讲述了电影周所面临过的诸多困
难。电影周没有国家出资支持，完全靠素娃
他们自己“供血”，进行市场运作。在过去还
没有那么重视绿色环保的年代，素娃和朋友
们需要与各环节上的人打交道，才可以得到
资金、资源的支持，这是国外同类主题电影节
都不曾遇到的。再比如，国内流行电影周举
办晚会，赞助商提出希望有明星参与等需求，
都需要妥协一些事情。

让素娃庆幸的是，在她看来，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专注的人终将吸引那些跟自己相

同的人。
在素娃的坚持与执着下，尽管每一届电

影周都面临资金、资源的缺乏，但都咬牙办下
来了。经过 8 年的打造，雅安自然电影周已经
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规模最大的国际动物
与自然电影交流盛会。

如今，为了扩大电影周的国际影响，素娃
和巴燕引进了新的合伙人，将电影周的举办
地迁到了上海，以“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的
形式与外界见面，希望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
际化平台，并借此让更多的人知道，吸引更多
的人参与。

“容易快乐的事情不存在坚持的问题，坚
持，就是要越过困难，继续做你想做的事。”巴
燕说。

¤ 交流对话的平台

在素娃看来，绿色电影周是电影艺术的
交流平台，是各种绿色影像、绿色创意、绿色
感想和意见交流互动的平台。

每年，素娃他们都会从世界各地请来国
际知名的绿色电影节主创和团队，与中国的
自然纪录片从业者交流对话，共同探讨自然
记录电影的未来之道。

尤其是今年，刚刚“搬”到上海的电影周
请来了国际生态与动物电影联盟、法国梅尼
古特动物与自然电影节、印度环境与野生动
植物电影节及论坛、芬兰瓦萨动物电影节等
诸多国际知名团队，同时还举办绿色传承文

化论坛、绿色 DNA 系列论坛 、绿色影视金融
合作论坛 、绿色影视论坛、为你读影等系列主
题活动，并邀请国际知名导演、环保组织代表
等为大家做了不同行业的绿色主题演讲。

自然纪录片导演、摄影师耿栋告诉记者，
每次参加电影周，都会大大开拓他的眼界，给
他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作为一个平台，电影周上既有制作方，
也有自然影视类团体，还有从业人员，我们一
起交流分享的沟通过程中，丰富了视野，扩展了
思维。”耿栋说。他没有想到，原来那么多国外制
片人和导演都对中国的自然与动物题材感兴
趣，原来国内还有那么多不知道的人在从事
着自然影像相关的工作。

不过，让耿栋更加感慨的是，他没有想到
素娃会这么执着。他早在 2007 年就认识了素
娃，没想到她 10 多年来一直做着同一件事。

“相比 10 年前，电影周的外延更加扩展，覆盖
的业界、影响的公众更加广泛。目前，上海国
际绿色电影周已经做到了同领域内的第一，国
内没有与之相比的平台。”耿栋说。

不过，在素娃看来，自己的坚持有了，专
注却还不够，比如对自然纪录片和自然纪录
电影的了解、包括对行业发展的理解还不够
深刻，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现在，素娃和她的伙伴们有了新动作，他
们 设 立 了“绿色影视文化基金”，希望支持年轻
导演创作，孵化和培育中国的自然电影成长。

“我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美好的、阳光
的、灿烂的，用快乐的方式与这个地球和谐相
处。”素娃说。

在江苏省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有这样 8 名
“环境卫士”，他们每人每天督查 15 家企业，两周
时间内“跑”了 1028 个点位，且有质有量，揪出环
境违法问题 553 个。他们就是李东辉、李红卫、
李华、李海民、刘世聪、刘方、何惊雷和丁峰。

今年的 10 月 13 日~10 月 26 日，他们作为第
14 轮第 11 督查组成员，参加了环境保护部组织
的京津冀地区强化督查行动，因准备充足，发现
问题数量多、质量高，从全国遴选出的 28 支精悍
队伍中脱颖而出，连续两周获得京津翼强化督查

“每周一星”称号。

干劲足：每天“战斗”16小时不松懈

环境保护部自今年 3 月起开启了为期 1 年的
京津冀强化督查行动，从全国各地共抽调 5600
多名环境监察人员，增派至强化督查组，负责现
场检查及环境监测工作。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结合日常工作和环境监察大练兵表现情况，选派
了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扎实的这 8 名同志组成
督查组，由组长李东辉指挥。

“身为一名环保人，无论在哪儿，我们都不能
松懈。大家要把责任刻到 心 上 ，深 入 细 致 地 排
查 影 响 当 地 居 民 健 康 的 环 境 问 题 ，做 到 查 实
情 、说 实 话 、办 实 事 ，准 确 反 馈 督 查 结 果。要
把此次督查作为环境执法大练兵的实战基地，在
实践中锻炼、提升自己。”在总队相关负责人的加
油鼓励下，南京一行 8 人前往山西省太原市开展
异地驻点督查。

抵达太原市以后，督查组立即进入“战斗”状
态，与前一批参加督查的同事会面交接，熟悉督
查工作模式及方法，学习督查经验。

在执法稽查四科科长李红卫的执法日记中
这样写到：“凡是工作，务必要做计划；凡是计划，
务必要量化；凡是量化，务必按时完成。”

8 位组员根据年龄、专业分成 4 组。组长李
东辉解释说，“散乱污”小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
爱扎堆、普遍环境意识较差，每天两人一组出门，
可以最大化地提高检查效率。

各小组废寝忘食，每天工作 16 小时以上，每
天督查点位不少于 30 个。他们常常是天还没亮
就出门，白天在现场督查，夜间则开展抽查，凌晨
制定次日督查计划。

正是源于这样的干劲，他们在短短两周时间
内，督查点位达 1028 个，发现的问题数量占 28 个
督查组总数的 1/4，连续两周获得“每周一星”荣
誉称号，督查得分高达 4348 分，远超第二名。

应变勤：因地制宜调方案

凡事预则立，8 人督查组事先调取了太原市
主要污染源名单，经过充分讨论，最终确定了针
对“散乱污”、VOCs 治理、工地扬尘管控、工业企

业违法行为等多套督查方案。
到达太原后，督查组又密切关注环境保护部

最新动态，坚持因地制宜，将反馈的最新指示与
当地客观情况相结合，及时调整督查重点，并在
每日督查工作结束后，细化第二天督查计划，坚
持督查既能在面上铺开，也能在点上突破，确保
督查实效。

督查期间，太原市启动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督查组立即改变策略，针对太原市减排清单
内的污染源连夜展开突击检查，对未按应急预案
实施停产限产的企业给予重拳打击。

督查组配备了两辆执法车，并随身携带快速
测定设备，使得督查更加灵活、迅速。有一次，督
查组路过一家“检查名单”外的水泥厂时，隐约觉
得不对劲。尽管相关报告显示，这家水泥厂已经
废弃，但职业“嗅觉”让他们决定进去查一查。果
然，这家企业一直在隐蔽生产。

“督查是一面镜子，督别人也是督自己，回来
更要好好干。”自动监控科副科长李海民说。

记者看到，在李东辉等 8 名督查员使用的奥
维地图截图上，密密麻麻地标记出了他们督查的
点位地点。

地图上标记太多，叠在一起都看不清了，他
们就换一个颜色标记；又多了，就再换个标记样
式。这些数不清的五颜六色的标记，构成了南京
环保人在太原的“签到表”。

创新强：“黑科技”各显神通

俗话说，兵马未动 ，粮 草 先 行 。 此 次 南 京
环境监察总队能够获得殊荣，也少不了借助各
类科技装备。

针对太原部分区县地域广阔、点位分散的特
点，督查组使用无人机事先对督查区域进行空中
侦察，随后将污染源点位的基本情况推送至地
面，再集中力量突击检查环境问题密集的区域。

不仅如此，督查组还将无人机用于工地扬
尘、堆场苫盖等方面的督查，准确查找问题，传送
画面清晰，形成了“空中立体侦察、地面实时跟
进”的创新督查方式。

督查组还借助奥维地图等电子数据信息，事
先将太原市主要污染点位输入系统，在地图中进
行标记，做到“心中有数”。

在督查过程中，通过建立微信群、奥维 地 图
好 友 群 等 方 式 ，打 破 区 域 限 制 ，共 享 督 查 资
源，随时调配人员分布，确保了督查工作的精
准性。

“我们在督查过程中发现，惯性思维会干扰
执法部门的判断。”组长李东辉表示，有的企业曾
经某方面做得好，往往当地监管部门就会对其降
低监管强度。“我们也在反思南京是否存在这样
的盲区。”

督查是一面镜子
◆本报记者徐小怗 通讯员张健 褚方樵 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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