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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人与湿地，生生不息

我们的使命：扎根湿地保护，让人与湿地都有丰盛的未来

为此我们：

1. 推动积极的湿地管理，提升湿地的生物多样性；

2. 推动创建湿地教育中心，连接人与湿地；

3. 推动更多保护空缺地成为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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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湿地工作，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

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对湿地保护提出了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湿地面积，保

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党的十九大

报告全面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

著成效，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

赋予了新时代湿地工作的新使命、新机遇。

自成立以来，红树林基金会（MCF）在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在滨海湿地保护和教育之路上进步成长着。

回溯 2017 年，我想，这三个关键词可以很好地总结

我们的工作：沉淀、聚焦和突破。

第一个关键词      沉淀

秘书长致辞
2015年 12月正式开园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在全

国首创了由政府委托社会公益组织管理的模式。从

此，这把象征“政府 + 社会公益组织 + 专业管理委

员会”、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引领公众参与湿地保护

的“小钥匙”，开启了大湾区湿地保护的新纪元。

经过两年的努力，公园的生态特色开始逐渐凸显。

市民逐渐发现，这里的草木既跟其他公园一样，又

不怎么一样，在这里能领略到更回归真实的自然；

2017 年 6 月 5 日，生态公园正式获评为“深圳市环

境教育基地”，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陪伴着青少年儿

童的成长；它是城市物种的基因库，除了植物 400多

种，还监测到鸟类 100 多种、昆虫 100 多种，连世

界频危鸟类黑脸琵鹭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因为独

特的气质和生态意义，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

园也选址在这里，中国人的“生态哲学”被全世界

瞩目和铭记。

对于一个“生态公园”来说，两年的时间还很短，但

对于MCF来说，“沉淀”在这里得到了诠释。2017年

我们的运营工作再次获得专家管理委员会的肯定，被

评为优秀；同时，在生境提升和改善工作方面，公园

南区启动了对深圳湾生态环境尤其是水鸟重要栖息

地 — 滩涂产生负面影响的外来红树 — 无瓣海

桑改造工程，完成约 5000 平米的实验性改造，为接

下来该片区的整体改造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生态公园的园长，我真诚地邀请您，来这里感

受深圳生态文化的独特内核：开放、包容、自然和

发展。

孙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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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MCF与保尔森基金会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从政策倡导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中国滨海湿

地的保护和管理。MCF 承担由保尔森基金会和国家

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共同倡导发起的“中国沿

海湿地保护网络”秘书处落地工作，支持网络年会的

举办、整理首批网络成员名单、完成专题网页建设

和上线，以及建立和运营网络成员线上交流群。网

络的落地，是基金会推动国内滨海湿地保护伙伴国

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工作，同时也更便于推广“社

会化参与的自然保育模式”。

2017 年，首届 “红树之夜”公益拍卖晚宴，在众多

企业家、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筹款的突破，

企业公益合作、同业资助稳中有序地展开。最值得分

享的是，我们打通了线上月捐渠道，同年 3 月“红

树林家族”月捐产品上线，使得 MCF 向“人人参与

湿地保护”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这一年，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深圳举办。由

MCF协助大会主办的以“植物的力量”为主题的“深

圳论坛”，邀请王石、汪建等公众人物进行主题演讲

和沙龙讨论，上千人参与了论坛。基于移动互联网

时代特质的候鸟季公众传播主题计划“深圳鸟 •人”

通过 22位深圳本地KOL（Key Opinion Leader，关

键意见领袖）的“代言”，讲述深圳人与湿地保护的

故事，曝光量达 227 万人次，倡导更多层面的公众

关注候鸟栖息地保护议题。

2018 年，红树林基金会将继续深化“社会化参与的

自然保育模式”，继续以“一个模式、一个样板点、

一个网络”的发展思路，实现“人与湿地、生生不

息”的美好图景。

红树林基金会 (MCF) 秘书长

第二个关键词      聚焦 第三个关键词      突破

2017 年是 MCF 的内部治理年，我们的各项工作都

力求扎实推进。梳理机构愿景、使命和战略，为滨

海湿地保护提供更清晰的路径和方法；治理结构日

渐清晰，在坚持理事会战略决策、专业委员会指导、

秘书处高效执行的管理方针之下，内部管理制度更

加明确，团队成员稳定增长，工作目标更为清楚。

湿地保育稳步推进。在 2016 年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以下简称保护区）4号鱼塘改造成功的经验基础

上，2017 年改造了 2、3 号鱼塘，整体打通，实现

了保护区内面积约 22公顷的鸻鹬类高潮位栖息地改

造，持续推进水鸟栖息地修复工作；改造后，最多

记录到 91只黑脸琵鹭同时在此栖息，约占全球总数

量的 2.3%（2018 年全球普查数量 3941 只，香港观

鸟会数据）。

公众教育点面共建。基础工作中，基金会在深圳管

理、运营的 6个自然教育中心，管理模式日益成熟；

我们还受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委托，在自然教育中心

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国内外行业发展经验，完成《深

圳市自然教育体系构建研究》报告，为深圳市自然

教育整体布局奠定研究基础。同时，公众教育团队

自行研发课程 18 套，引进北美优秀的水教育课程  

“Project WET ”， 并启动了面向中小学生的课程研

发、教师培训和授课，在深圳和北京两地分别进行

了种子教师的培训，学校和老师们反响热烈；团队

成员还完成了未来 3 年部门工作规划，将滨海湿地

公众教育的经验和方法，传递给更多相关方，并使

更多社会公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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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业务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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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深圳湾，探索社会化参与的
滨海湿地保育模式

湿地保育

• 福田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与保护区管理局合

作，完成 2-4 号鱼塘整体改造，建成总面积 22 公顷

的涉禽高潮位栖息地。改造后，最多记录到 91 只黑

脸琵鹭，约占全球总数量的 2.3%；

•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管理运营工作再次获专家

管理委员会优秀评级；

• 完成《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湿地生境管理项目方

案》，启动无瓣海桑治理，在生态公园南区完成 5000

平米实验性清理，为深圳湾无瓣海桑的全面治理奠定

基础。

详情见 07-20 页

公众教育

PW 课程培训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启动仪式签名环节

• 六个自然教育中心运营平稳，提升和新增课程 14

个，新培养志愿者 198 人，举办自然教育活动 446

场，直接服务市民 32774 人次，各项工作的流程梳

理和档案整理有序进行，管理模式更为成熟；

•受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委托完成了深圳市自然教育体

系构建研究项目；

•引入美国优秀水教育课程 Project WET，启动了面

向中小学生的学校课程研发、教师培训及授课；

• 在专业协作者的支持下，完成了基金会未来三年

公众教育工作规划，使将来的工作开展更加聚焦和

系统。

详情见 2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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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支持

• 与保尔森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承担“中国沿

海湿地保护网络”秘书处落地职能，共同推动滨海

湿地保护；

• 滨海湿地保育小额资助和劲草同行项目资助按计

划开展，2017 年资助五家公益机构和六家大学生环

保社团的滨海湿地保护项目，支持两家致力于生态

保护和自然教育的劲草同行伙伴机构；

• 联合主办国际植物学大会“中国民间自然保育行

动”相关活动和扬州“生态艇进 •珍爱湿地”湿地保

护公益论坛。

详情见 29-32 页

合作发展

• 年度收入预算：￥2365.4 万，

• 年度实际收入：￥2471 万元。

详情见 33-38 页

2017 年“红树之夜”筹款晚宴MCF 战略委员 Wendy Paulson 与 MCF 工作人员在项目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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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湿地保育部的工作主要围绕两个核心：

•开展滨海湿地类型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
保护地的生境管理规划与实践；

•在两个保护地——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福田红
树林生态公园开展一系列保育管理工作。

具体内容大体分为：

1、基本掌握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调研与监测、环境因子

监测的方法，形成能力与经验。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

树林生态公园等区域，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环境因子监测；

2、开展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生态公园等区域的生境管理规划。

完成福田保护区 2-4 号鱼塘水鸟栖息生境管理项目，在生态公园开

展湿地恢复、陆生植被提升、外来入侵植物清理、无瓣海桑治理、

候鸟栖息地重建等项目；

3、形成滨海湿地类型保护地（保护区、湿地公园等）的生境管理

规划能力；

4、协助完成海南 GEF 保护地的生态监测项目；

5、通过外部学习，提升湿地保育团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加

强基金会在保护地监测、生境管理上的实力。

二〇一七年主要工作详解

湿地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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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以下简称生态公园）位于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东侧，与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一水之隔，面积约 38 公顷，是深

圳湾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公园由福田区人民政府等五家政府机构

共建，于 2015 年 12 月向公众开放，是一个集生态修复、科普教育、休

闲游憩等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湿地公园。同年 11 月，生态公园由福田区

人民政府委托给红树林基金会进行管理，成为国内第一个由政府规划建

设委托公益机构管理的城市湿地生态公园。

2017 年在福田区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下，生态公园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提升。作为市政公园服务市民的水平也大幅提高，日

平均接待市民约 5000 人次。同时，围绕着“生态立园”的宗旨，生物

多样性的监测与研究也纳入日常工作，工作人员完成湿地恢复、红树复

种、无瓣海桑治理、候鸟栖息地重建、生态浮岛重建等多项自然生境提

规章、制度建立健全 园容、安保管理到位

保护地 之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2017 年生态公园根据国家对公园建设管理的法律、

条例以及深圳市公园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持续建

立、健全生态公园在绿地管养、环境卫生、安全生

产、承包商、文件档案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以保证生

态公园各项工作合法合规、有成效高质量地开展。

根据生态公园实际情况，建立和修订了各项规章制

度和管理办法共 21 项。

园容包括日常绿化管养、清洁管理、公共设施维护、

安保等几大重要工作。其中，绿化管养、清洁管理

等方面工作，都紧紧围绕“生态立园”原则。

在常规绿化管养之外，生态公园还开展了多个专项

工作包括：节假日摆花、开辟苗床、苗圃，繁育乡

土植物种苗等。同时，建设堆肥点，实现绿化固废

升工作。

根据生态公园的运营目标，MCF 的生态公园管理团队在 2017 年健全了管理架构，目前下设综合行政部、园

容物业部、生态保护部、访客服务部、筹款与传播五个部门。

2017 年 11月，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专业管理委员会对MCF在生态公园的整体运营管理情况进行了年度评

估。评估审议结果：公园环境卫生总体评价良好，植物养护得当，设施维护到位，安全事故为 0，考核结果

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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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处理；改造立体绿化墙，加深公园绿化层次；

修建园艺篱笆，保护植物，防止游客不文明行为。

园区环境除了日常清扫、清洁，工作人员还在生态

公园开展蠓蚊防治提示、蚊虫物理消杀，打捞、清

理南区和老新洲河口的海漂垃圾等工作。

为保证园区现有设备设施正常运行，2017 年生态公

园共计维修 672 项，针对喷灌系统进行了重新安装

调试，完成和保持 6 组 80 个喷灌头的正常工作。

自开园以来，生态公园的安保管理一直实行“半军

事化”管理，人力、物力配备充足，技防、人防相

结合。公园实行 24 小时值班巡逻制，安保人员岗位

职责清晰明确。

 
台风天前，将易倒树木加固处理（上）

绿化队日常落叶清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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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公园生境管理及提升

（一）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

作为首个由政府委托社会组织管理的市政公园，生态公园不仅是深圳市

民休闲休憩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环境友好、生态文明典范的湿地生

态修复项目”，因此，生态公园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是评估生态修

复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

自托管以来，MCF 多次邀请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华南濒

危所等科研院校及机构，指导园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协助物种鉴

定、试验分析等。

2017 年 7 月 17 日，生态公园南区红外摄像机拍摄到豹猫泌尿行为 MCF 工作人员对大湖进行水质监测工作

与 2016年相比，植物新增记录 143种，昆虫新增记录 59种，鸟类新增

记录 17 种，哺乳类新增记录 2 种，两栖动物新增记录 1 种，爬行动物

新增记录 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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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湿地生境修复前（上）  淡水湿地生境修复后（下）

在生态修复区修复淡水湿地生境 1500m2，共种植华

南地区典型湿地植物 2.4万株，配合水位控制，吸引

了小白鹭、白胸苦恶鸟等水鸟到浅水区觅食。

（三）淡水湿地生境修复

2017年，MCF针对生态公园现状进行了生境管理的

功能分区，目前拟规划分 17 个功能区进行管理，包

括：

野花野草科普展示区、屋顶花园（雨水花园）区、观

鸟小径—藤本植物区、海绵城市功能试验区、亲水草

坪区、滨水广场红树植物景观区、生态浮岛展示科普

区、咸淡水湿地植物种植区、鸟语（雨）林、两栖摇

篮、零废弃乐园、蜜源植物区、野生动 / 植物庇护

区、淡水湿地区、老新洲河红树林区、苗圃用地。

（二）生态环境管理及提升

2017 年，老新洲河口多次出现世界濒危候鸟黑脸琵鹭在此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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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南沿岸改造 老新洲河生境提升

 

改造前杂草丛生，高潮位仍有大面积边坡裸露（上）

改造后实现高潮位淹没，低潮为露出状态（下）

对大湖观鸟屋窗口土堤降低 1米，形成缓坡。对大湖

南端 90 米沿岸降低高度且向湖内延伸，形成缓坡。

除观鸟屋前 30 米外，其余改造部分覆 20cm 海边淤

泥。种植桐花树等红树植物带约 200m2，种植马鞍藤

约 400m2，开阔视野和拓宽涉禽的栖息带。同时对土

壤进行改良，适宜红树植物生长。

老新洲河口为公园内大湖和小湖的溢水坝出水口，

南接深圳湾 , 有潮汐现象。河道西侧为混凝土硬化

的堤岸，北端为公园建设修建的土堤，堤岸呈陡坡。

为了让游客在公园北区就可以近距离直观地观察和

了解红树林湿地，工作人员因地制宜，利用老新洲

河口具有潮汐现象适宜红树生长的实际情况，根据

潮位确定植床高度，平整 40 米堤岸土地，实现可以

种植红树植物的高潮淹没、低潮露出的植床高度，在

生态公园北区营造红树林湿地生境。2017 年 4 月种

植了一批秋茄（红树植物的一种），目前长势良好。

大湖南改造中（上）  大湖南改造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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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境修复工作

2016 年建设的浮岛（上）  2017 年扩大原有生态浮岛后（下）

人和鸟类停歇地营造—生态浮岛搭建

生态公园大小湖水面开阔，缺少水鸟停歇休憩的空

间。2016 年通过组建工作坊邀请公众参与的方式搭

建了一组小型生态浮岛。一年后效果良好，吸引到小

白鹭等水鸟在此休憩。2017 年 11 月 -12 月，在大、

小湖共搭建生态浮岛约 100 ㎡。

1、土壤改良：2017 年园区内的土壤改良面积达 5000

平米；

2、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对全园的外来入侵物种进行

清理，组织活动约 30 次，1000 多人参与义务服务；

3、红树林湿地修复：全年在园区开展 4 次红树复种

活动，种植秋茄、海榄雌等 17000 多株；

4、海漂垃圾清理：组织市民公众对南区滩涂红树林

区域的海漂垃圾进行清理，每月开展一次。管理人

员和保洁人员则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海漂垃圾打捞清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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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公园 ·  南区湿地生态修复

同时清理的还包括银合欢、蟛蜞菊、白花鬼针草等

等其他外来入侵物种，清理后的区域构建了一个比

较适合候鸟栖息的区域。

通过对无瓣海桑等外来物种的清理，一是消除了无

瓣海桑林下或林窗中，本土红树受抑制的威胁，打

开了生长空间。二是拓展了老新洲河和观鸟屋前的

空间，让候鸟进来觅食停歇。经监测，清理后黑脸

琵鹭、琵嘴鸭等候鸟进入老新洲河道的数量明显增

加。三是极大的减少了生态公园南区外来入侵植物

的数量和种源。

外来物种治理前的南区有生长茂密的无瓣海桑群

工人正在搬运治理的无瓣海桑残骸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南区位于福田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的东侧，南边最外延距离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 

（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 直线距离仅 300 米。据卫

星数据分析，目前在生态公园南区有无瓣海桑①面积

约 4 公顷，其中 1.1 公顷为上个世纪 90 年代种植，

后逐渐扩散到生态公园南区现址，形成无瓣海桑—

桐花—老鼠簕聚集杂处的群落。

2017 年 3 月，MCF 在人工林区域和无瓣海桑扩散

区，分别建立红树林调查样带。在距离岸 20m 的位

置开始，每隔 20m 设置 1 个 10m*10m 的样方，每

条样带设置 3 个样方，对深圳湾无瓣海桑的面积、

扩散速度、林下结构等进行了专项研究，编制《深

圳湾无瓣海桑研究报告》，形成《福田红树林生态公

园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为无

瓣海桑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评审通过后，MCF 在生态公园南区实验性地清理了

约 5000平米 —— 借鉴香港清理海桑、无瓣海桑的经

验，生态公园南区无瓣海桑清理以物理法清除，采

取拔除幼树（苗），锯除大树并覆盖树桩防止萌生的

方法。对于幼苗就地粉碎掩埋，对于大树，截枝分

段运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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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释义：无瓣海桑

无瓣海桑（Sonneratia apetala）为海桑科 (Sonnera-

tiaceae）海桑属 (Sonneratia）乔木，是原产孟加拉

国的一种红树，上世纪 80年代被引进我国；我国

学者对无瓣海桑是否属于入侵物种尚无定论，但

其生长迅速、适应性强、扩散快的特性已形成共

识，且无瓣海桑定植后对本土红树具有竞争优势，

对本土生态系统其他营养级的物种也可能造成不

利影响，特别是侵占滩涂，影响水鸟的栖息环境。

因此我们对无瓣海桑进行控制存在必要性。

香港渔农署为保护深圳湾（香港称“后海湾”）本

土红树和作为候鸟栖息地的滩涂，自 2007年开始

清除无瓣海桑幼苗与大树，较好的控制了米埔方

面无瓣海桑的面积。

红点处标记在深圳湾地区发现的无瓣海桑群

图中生长较高且松散的是无瓣海桑，低矮且密集的大多数为本地红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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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公园 ·  协助科普展厅设计及动工

2017 年，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全园科普设施建设项目启动。MCF 作

为科普展厅未来的管理和使用方，全程深度参与了科普展厅的规划、主

题选取、展厅设计，以及方案细化等内容，并在提供专业图片、推荐专

家、提供监测数据、科学内容核对等更多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并督促

科普展厅在 2017 年底动工。

科普展厅预计在 2018年完工，占地超过 1400m2，以红树林湿地生态为

主要内容，着重介绍深圳湾的“红树乐园”以及候鸟季来临时的“鸟儿

乐园”。公众可以从丰富的室内展览中，了解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的丰富

和美丽，并看到公园南区的实时鸟况。同时展厅也注重挖掘本地人文历

史，特别邀请深圳历史学家设计了独特的“沙嘴村史”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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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展厅效果图



二〇一七年主要工作详解 ·  湿地保育

18

2017 年MCF与保护区管理局签订年度合作协议，由湿地保育部完成保

护区 2-4 号鱼塘水鸟栖息地管理项目的方案设计、专家评审、工程实施

等工作，对 2-4 号鱼塘进行水位管理和鸟类监测，评估各项管理工作的

实施效果。

通过鱼塘生境改造和管理的工作，湿地保育团队基本实现和梳理了一套

鱼塘作为候鸟栖息地的生境管理方法，为未来基金会在保护地拓展等方

面的工作奠定基础。

保护旗舰物种及其栖息地，将是滨海湿地保育的重要策略，未来基金会

的湿地保育部，将持续在物种保护方面不断学习、探索和实践。

保护地之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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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塘管理为鸻鹬类候鸟提供高潮位

栖息地

MCF与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合作，在 2016

年顺利完成了保护区内 4 号鱼塘的水鸟栖息地管理

工程。从 2016—2017候鸟季水鸟监测的情况来看，

起到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2017 年 8 月，根据 《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6-2025 年）》的要求，在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的技术支持下，经专家评

审通过、保护区管理局批示（粤内福保函 [2017]040 

号），2-4 号鱼塘水鸟栖息地管理工程项目改造工程

于 10 月 30 日前完工，实现了保护区内 22 公顷鸻鹬

类高潮位栖息地（3-4 号鱼塘 17公顷、2 号鱼塘 5公

顷）的整体改造。

同时，鸻鹬类高潮位栖息地的管理，除了地形塑造

外，还涉及到植被管理和水位管理。因此在鱼塘改造

的同时，对原 4 号鱼塘约计 5000 平米的芦苇，3 号

鱼塘中央堤岸的 300 株速生乔木进行了清理。

截止 2017 年底，保护区内 2-4 号鱼塘中央各小岛植

被高度保持低于 15cm，达到目标要求。不同鱼塘根

据目标微生境设计要求保持了相应的水深，2 号鱼

塘水深保持在 20cm 左右；3-4 号鱼塘水深则保持在 

15cm 左右，营造稳定环境吸引不同水鸟的利用，特

别是鸻鹬类。

监测为保护打基础

对于改造后的栖息地，湿地保育团队也会进行日常

生态监测。一方面，可以通过实时数据作为指标，

对这个区域进行适应性管理。另一方面，则可用于

评估管理成效，为后期的管理工作提供建议。

自 2015 年开始，MCF 对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

塘进行鸟类监测。2017 年 5 月，MCF 向保护区方

面提交了《2016-2017年度福田保护区 1-5 号鱼塘鸟

类监测报告》。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保护区 

1-5 号鱼塘记录到鸟类共计 12 目 33 科 62 属 90 种。

其中，4 号鱼塘鸟类单次监测记录最大数量为 6199 

只，这个记录有力地支持了鱼塘栖息地的管理工作。

 1  2  3  4  5  6  7  8  9  

1200

4 号塘鸟类数量变化趋势

平
均
数
量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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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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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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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年 4月起，MCF开始对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内 1-4号鱼塘进行每月水质监测，主要测量包含温

度、pH、溶解氧、盐度、总溶解固体等 5 个指标。

总体而言，各鱼塘水质指标主要受到深圳湾水质影

响变化较大，夏季的盐度、总溶解固体较低；冬季

的盐度和总溶解固体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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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湿地保育类项目合作

宝安区滨海湿地研究项目 海南红树林湿地保护单位生态监测项目

受九三学社宝安基层委的委托，MCF 对宝安的湿地

资源、滨海湿地保护情况进行调研，特别是对西湾红

树林公园建设、海上田园升级改造、宝安红树林保护

现状调研、宝安生态保护红线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

项目完成调研报告，并为宝安西部活力海岸带建设、

滨海湿地保护、西湾红树林公园建设提出专题提案，

作为九三学社 2017 年的政协提案。

受 GEF 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的委托，MCF 结合

自身在保护地方面的管理实践经验，为海南的红树

林湿地保护单位制定一套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

涵括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内容的生态监测方案，

并指导海南三个红树林保护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示

范。总结经验形成适合在海南省其他红树林保护单

位进行推广应用的生态监测方案。

2017 年完成《海南省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草案）》、《海南省滨海湿地生态监测示范点建设实

施方案》的编写，进行 3 次实地考察，指导东寨港

自然保护区、新盈国家湿地公园、三亚红树林自然

保护区三个示范点开展为期一年的生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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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各自然教育中心运营管理趋于成熟

2017年MCF的公众教育继续深耕位于城市场域的六
个自然教育中心/自然学校，根据各场域不同的自然环
境与人文特质，深挖教育内涵；已有的各自然教育中
心/自然学校平稳运营，完善具场域特色的课程体系，
并进行了升级。与此同时为基金会运营的各自然教育
中心逐步打造一支稳定的专职、兼职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团队。为了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公众教育部创新引
进了北美著名的水资源教育课程Project WET。

二〇一七年主要工作详解

公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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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公园公众导览

6月 5日世界环境日，生态公园荣获“深圳市环境

教育基地”称号

生态公园导览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深圳湾公园

深圳湾自然教育中心 ,位于深圳湾公园A区。这里东侧紧邻福田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深圳海岸线最长的公园。结合其特点和定位，这

里的教育活动以室内介绍 + 阶段性展览 + 秋冬户外观鸟为主。2017年

深圳湾组织各类教育活动 164次，约有 4500人次参加。此外，MCF 还

在这里进行了科普长廊改造，开设候鸟主题展、本土蕨类展、黑脸琵鹭

展览、深圳湾自然史等大中型展览，对公众进行科普宣教。

2017 年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成功申报成为“深圳市环境教育基地”，在

公园内除了不断完善园区的科普教育设施的建设，还根据园区特点，设

计了多套自然科普教育课程。开展环境教育类志愿者培训 16 次，共计

培训 30 多位志愿者讲师，累计服务时长达 1911 小时。

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MCF 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开展的市民自然科

普系列活动达 143 次，参与活动人数超过 9000 人；接待省市区级相关

单位团体 53 次，参访人数为 700 人次；立足软硬件的基础建设，MCF

通过各种渠道扩大生态公园的宣传力度，让更多公众从不同渠道和途

径，了解“生态立园”理念，获得与湿地保护相关的常识和信息。

2017 年，MCF 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开通生态公园专属的微信公众号

和微博，定期发布与机构工作、湿地保护、鸟类保护、植物信息等等相

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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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自 2014 年开始，MCF 便与保护区管理局进行合作，

在全国范围领先推出“保护区科普教育”活动。按

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规定，保护区的导览限定在

试验区进行，并实行预约制，每日参访总人数不可

超过 160 人。MCF 还负责组织部分国内外专家、同

行的学习交流。

2017年，MCF在福田自然保护区内组织各类教育和

参访活动共计 79 次，共有超过 2000 人次参与活动。

同时，MCF 还为保护区西侧线路制作了全新的、符

合国际通用“自导式”原则的教育径解说牌。这套

解说牌通过专业的科学插画和文字介绍，生动形象

地介绍各种保护区内植物、动物的常识，以及与整

个生态系统的关系。

结合MCF在保护区内所做的鱼塘改造工程，2017年

初，基金会公众教育部门在保育部门提供的生态数

据基础上，专门制作了 4 号鱼塘生态功能的解说牌。

2017 年 4 月，还对保护区内的自然教育中心教室外

环境进行了提升。

重要的是，2017 年在公众教育部门针对保护区原有

导览方案“走进海上森林”的教具，进行了全新升

级，还设计了新的观鸟教案“探访鸟儿乐园”，并在

2017 年候鸟季启动使用。

保护区公众导览

洪湖公园

洪湖公园是深圳市区内重要的淡水湿地公园，是以

荷花为特色的、深受市民欢迎的大型公园。结合其

特点，这里的公众教育以淡水湿地生态和湿地观察

为主要内容。2017年洪湖组织各类活动 30余次，参

与者超过 4000 人次。其中结合公园主题活动的“碗

莲种植”和“荷花节”活动，每次吸引人数最多。

 

2017 年，洪湖自然教育中心布置了可以兼具授课和

展览作用的场所，同时将“以荷为贵”导览课程提

升为“小湿地大生态”，参与者有更多机会观察淡水

湿地内的各种生物，了解淡水生境的丰富和奇妙。

园博园和儿童乐园

园博园自然教育中心一直以户外活动为主，导览内

容以常见园林观赏植物中的有毒植物展开，主题为

“毒特之美”。2017年新增了夜观课程“小小法布尔”，

受到欢迎。2017年共组织活动 28次，参与人数超过

600 人。

鉴于儿童乐园没有户外自然场域，主要活动都在室

内面向低龄儿童开展自然绘本、自然手工等活动。

2017 年各项教育活动和开放次数超过 150 次，参与

活动和接待公众总共近 6800 人次。

园博园的志愿者在介绍有毒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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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教育（Project WET）课程

2017 年，MCF 与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合作，完成了《福田区户外环境教

育调研报告》，基于调研我们发现：

1、现有学校的环境教育内容中，缺乏真实自然环境学习部分，大部分

学生平均 1个学年只有不到 1次的由学校组织的外出学习或体验，少数

学生有 1 到 2 次外出；

2、师生们对“体验式户外环境教育”学习有极大需求，很多老师期待

将现有学科内容与户外环境教育结合，可以成为教学任务；

3、由学校组织的校外环境教育活动对场所、场域的安全性要求很高；

4、校内老师进行自然环境教学活动的专业能力不足，也缺乏时间和精

力，需要提供专项培训，或提供有专业教学能力的团队。

基于此，2017年MCF与北美水教育基金会签订协议，成为深圳地区的

水教育推广机构，正式引进北美著名环境教育课程 —— 水教育（Project 

WET，简称 PW），将其作为与学校合作的基本课程。

深圳种子教师水教育培训学生正在演示孑孓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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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红树林基金会在 2017年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针对原有的北美 PW 课程教材，研究并制作中文简体版教案；

2、从超过 90 个经典教案的 PW 课程中，选择 20 个进行本地化落地，

除了进行翻译，还将内容与本地环境信息相对接；

3、将 PW 每个教案的知识点与中国不同年级和相关学科课标进行对应

分析；

4、邀请经验丰富的台湾专家，合作完成北京和深圳两地的学校教师培

训工作。6 月完成深圳地区试训，9 月完成深圳地区“种子教师”培

训，深圳各区共有 25 所中小学的教师参加。10 月，基金会与环保部

宣教中心合作，完成北京地区培训，约 40 名北京地区教师参加；

5、经过培训的教师中，已有 12 位教师先后在校内以综合实践课、艺术

课、选修课等方式开展了水教育活动。其中深圳中学的钟茜老师根据

PW 课程内容，结合本地水资源和湿地环境基础，成功给学生开设了一

个学期共 14 节选修课，完成了一次系统完整的 PW 落地教育课程设计

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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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很重要

MCF 目前的志愿者队伍主要集中在公众教育部分，通过大量招募和培

训教育活动志愿者，来实现面向公众的环境教育宣教活动。目前 MCF

培训志愿者人数超过 300 人，3 年来服务市民 10 万人次。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2017年新增导赏志愿者 30人，目前志愿者团队人

数超过 60 人，其中 13 人完成了进阶培训，由普通的导览志愿者，进阶

为观鸟导赏员。此外，生态公园还有规模最大的劳动“志愿者群体”。来

自企业、小区、学校的很多志愿者都参加过生态公园的各类环境提升活

动，包括清理入侵植物、清理海漂垃圾、植物复种、修建生态浮岛等。

2017 年深圳湾自然教育中心新增导览志愿者 40 人，洪湖公园新增导览

志愿者 36人，园博园新增志愿者 30人，这些志愿者为整个红树林滨海

湿地保育的宣教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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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保护区对公众进行噪音测试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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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公众教育
三年工作规划

为了更好地配合 MCF 整体工作战略，同时把“自

然教育中心”推广到更多城市湿地和滨海湿地，从

而将“社会化参与的自然保育”模式推广到更多的

区域，以推动对中国的滨海湿地进行更有效保护，

2017 年 MCF 公众教育团队进行了三年（2018-

2020）工作规划。

根据 2017 年基金会理事会提出的“一个模式、一

个样板点、一个网络”的“三个一”发展思路，公

众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增加了“推广基金会的自然

教育中心”，推广“基于保护地 / 场域的环境教育”，

以及“为有场域的城市湿地或保护地类型的滨海湿

地输出可复制的自然教育模式”。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继续深耕本地自然教育中心，并将其打造成中国

湿地教育的样板点；

2、设计 MCF 湿地教育中心创建标准并进行推广；

3、设计一系列可进行复制和推广的教育课程产品；

4、与其他地区的湿地合作建立自然教育中心。

科普宣传品

深圳湾，位于东亚 - 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

点，是重要的候鸟“加油站”。每到候鸟季，有超过

10万只鸟类飞抵深圳湾，在滩涂上进食、休憩。MCF

的自然教育中心有 3 个都位于深圳湾沿线，并在候

鸟季开展观鸟活动。

为了更利于参与观鸟的公众了解整个深圳湾区对于

候鸟的重要意义，同时了解鸟儿的美丽，体验观鸟

的乐趣，MCF 2017年编辑完成了一本浅显易懂、简

单直白的鸟类图册《鸟儿有什么好看的？—— 深圳

湾 99 种常见鸟类》。

图册面向普通市民及初级观鸟者，选取了深圳湾最

常见的 99 种鸟类进行详细介绍。鼓励大家从身边的

鸟儿开始认识，培养对生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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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MCF行业发展支持部重点参与了中国沿海湿
地保护网络的相关工作，成为支撑网络日常运营的重
要力量。

此外，滨海湿地保育小额资助和劲草同行项目继续顺
利开展。

二〇一七年主要工作详解

行业发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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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保育小额资助

在各方推动下，当地政府已同意设立保护区。

美境自然（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通过广

西北部湾“爱鲎及栖”保护行动（二期）开展了一

系列滨海湿地保护活动：

—— 自然笔记大赛；

—— 校园鲎卫士行动，在“鲎卫士”学校开展宣教

和实践活动；

—— 不吃鲎消费倡导行动，8-9 月联合北海市海城

区旅游局、工商管理局等 8 家机构和单位共同开展

“不吃鲎消费倡导行动”；同时对 2016 年承诺不吃鲎

餐厅进行了回访和暗访，31 家已参与挂牌的餐厅中

约 9 家仍有大小不一的中国鲎售卖；新增 50 家承诺

餐厅，目前当地总数量达到 81 家；

——“爱鲎及栖”野外调查与监测，成功招募 7 名

全程参与调查志愿者 , 先后在北部湾 5个地区的 6个

地点进行了野外鲎种群调查和底栖生物采样。

MCF 于 2013 年 5 月启动“滨海湿地保育小额资助”

项目，支持其他民间环保组织和行动者，开展滨海

湿地领域的生态环境保育，支持了一批机构在滨海

湿地保育工作中成长起来。

2017 年，MCF 共资助了 5 家机构的项目。

• 福建观鸟会

• 美境自然

• 松鼠学堂

• 广东省湿地保护协会

• 厦门小小鸥自然生态科普推广中心

其中：福建观鸟会针对“黑脸琵鹭在福建主要越冬

地的调查”，将调查范围从过去福州长乐的闽江口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文武砂沿海区域，逐步扩大

到了福州、莆田、宁德、泉州、漳州等 5 个城市的

6个海湾区域和两个国家级保护区，收集了福建多区

域沿海的水鸟调查数据，填补了很多地区的空白，

是这个项目带来的突破。

调查中，共发现黑脸琵鹭 135 只，其中兴化湾区域

47 只，比往年最高的 182 只下降许多；调查发现主

要干扰因素是人为的过度开发，调查期间该区域还

有工程正在施工，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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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 SEE和MCF于 2015年启动基于劲草项目的

深度合作，尝试双方优势资源的相互补充，探讨形

成平台对接的可能，以服务于更多成长期滨海湿地

保育公益机构，更有效的回应滨海湿地面临的环境

问题。MCF 认领了两家机构：CMCN（中国红树林

保育联盟）和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

劲草同行资助项目

2017 年，CMCN 顺利达成升级目标，升至“三年

级”，并确定“预警机制的构建和推动”作为其核心

项目。同时机构在品牌视觉、传播和筹款等方面都

有了较大进步；机构的自我造血能力逐步提升，筹

款产品丰富多元。鸟兽虫木则顺利升至“二年级”，

通过第三方协助梳理了机构愿景、目标、策略等问

题，业务聚焦在自然教育专业化发展；机构各项制

度进行更新和完善，发展出广州以外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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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湿地保网络”相关工作开展

2015 年 6 月，在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保

尔森基金会共同倡导下，成立了“中国沿海湿地保

护网络”。网络成员包括国家和沿海 11省（市、区）

湿地管理部门、沿海国际重要湿地、沿海自然保护

区与湿地公园、相关科研院所、保护组织等，该网

络将北起辽宁、南至海南的 11 个中国沿海省份的湿

地管理部门和重要的滨海湿地保护区等利益相关方

联系起来，旨在打造成沿海省份滨海湿地保护和管

理长期性的合作与交流平台，以促进网络成员达成

一致的滨海湿地保护行动。

MCF 自成立之初，始终致力于通过创建和推广“社

会化参与自然保育模式”，推动以红树林为代表的滨

海湿地保护；2017年 5月，MCF与保尔森基金会签

订《关于推动中国滨海湿地保护和管理的合作框架

协议》，其中一项主要合作内容即发挥团队和资源整

合优势，承担该网络秘书处的落地工作，进行网络

运作机制的建设和日常运营。

2017 年，MCF 顺利地完成了：

1、网络专用网页的建设和上线（网页挂靠“湿地中国”

网站，访问地址：http://www.shidi.org/zt/yh/）；

2、建立和运维网络成员微信群；

3、整理了第一批网络成员清单；

4、2017 年 9 月份，参与网络年会，围绕“湿地保护

与生态修复”主题，与美国、英国和我国的湿地保护

专家及管理人员共 200余人 ,就滨海湿地保护理念、

生态系统管理和修复，以及国内外滨海湿地修复案

例等话题进行了探讨交流。年会上还发布了由阿拉

善 SEE 和 MCF 共同资助的《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绿

皮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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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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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家族

捐赠总金额

                     任鸟飞：

                     与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联合劝募，筹款   ¥126 万元

腾讯捐步：   兴业银行

                     运泰地产

                     滴滴打车    

腾讯乐捐：   重建海上森林                                                          

筹款情况

月捐筹款

¥28.8 万元

6956 人

18765 人

¥50 万元

¥19.84 万元

¥10 万元

207 个

¥69016 元

参与人数

参与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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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参与

捐赠总金额

企业合作

资助总金额

同业支持

捐赠总金额

其中含筹款晚宴

运动筹款

¥1217 万元

≈50 家

14 家

¥397 万元

100+

270 人

¥9.1 万元

¥10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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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与传播

打磨出品牌视觉系统规范手册

基金会成立第 5 年，需要建立更加明确的品牌视觉

系统（简称 VI 系统）。2017 年，MCF 对整体品牌

视觉体系应用规范做出了梳理，形成《红树林基金

会品牌视觉系统规划手册》。手册中对 VI 系统中应

用基础、调性做出明确说明与规范，为未来的宣传

工作提供了稳定基础。

基于《品牌手册》，基金会内部也制定了机构内外部

相对完整的品牌管理制度。

启动红树林基金会“影像库”计划

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耕公众教育 3 年、对保

护区鱼塘进行积极管理、首创全国先河托管城市湿

地公园等举措，代表着红树林基金会创新创建的“社

会化参与的自然保育模式”的落地。未来，所有尝

试都将对于中国乃至更广泛区域的滨海湿地保护工

作有借鉴或参考意义，而这些重要工作项应该以更

直观的方式被记录。

因此，红树林影像库计划包括两大板块 —— 视频素

材 + 宣传片，以及影像资料管理平台的搭建。

作为跨年度的计划，截止 2017 年 12 月，已记录素

材达 2T，图片网站的搭建也在进行中。

影像资料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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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 MCF 部分媒体报道截图

新华网 —— 多管齐下打造优质水生态 

深圳商报——绿滩变光滩鸟儿如约至

福田网 ——“候鸟酒店”升级啦 一起去红树林

生态公园观鸟

中国湿地保护协会 CWA ——《中国沿海湿地保

护绿皮书》—— 沿海湿地保护十大进展

21N 新闻 ——“植物的力量”深圳论坛举行 

专家：要保护植物多样性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掩在高楼大厦间的红树林

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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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 百鸟翔集，候鸟酒店升级工程让

红树林里鸻鹬漫天

深圳大件事 ——“候鸟酒店”迎远方来客南方周末 —— 公益组织：红树林生态公园的新婆家

深圳新闻网 —— 飞越福田：城市中心物种基因库 

走进红树林生态公园

深圳晚报 ——“候鸟酒店”迎远方来客

深圳都市报 —— 来自然学校聆听植物世界

深圳都市报 ——“中国民间自然保育行动” 论坛

举行 深圳目前有 900 多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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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主要工作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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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扫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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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扫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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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扫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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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扫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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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扫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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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扫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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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捐赠   ¥566,750.20 基金会捐赠   ¥3,764,170.01 

企业捐赠   ¥12,359,934.50 

其他捐赠   ¥47,525.22 

提供服务收入   ¥7,758,437.52 

投资收益   ¥203,388.66 

其他收入   ¥8,484.44 

二〇一七年MCF收入情况

个人捐赠  566,750.20 

基金会捐赠  3,764,170.01 

企业捐赠  12,359,934.50 

其他捐赠  47,525.22 

提供服务收入  7,758,437.52 

投资收益  203,388.66 

其他收入  8,484.44 

合计                 24,708,6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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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公园管理   ¥7,705,998.76 

湿地保育   ¥2,532,239.89 

公众教育   ¥2,503,701.22 

行业发展支持   ¥1,144,220.56 

传播成本   ¥1,986,069.19 

筹资费用   ¥1,171,185.40 

管理费用   ¥950,060.28

生态公园管理  7,705,998.76 

湿地保育  2,532,239.89 

公众教育  2,503,701.22 

行业发展支持  1,144,220.56 

传播成本  1,986,069.19 

筹资费用  1,171,185.40 

管理费用  950,060.28 

合计                 17,993,475.30  

二〇一七年 MCF 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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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名录

红树林家族（月捐）

Aillson

Cici

Jane

Llilian

Lynn Fu

Rosita

Roy He

Tony 腾

艾萍

安东

白炎光

曹可伊

曾珩

曾惠芳

曾巧文

曾庆华

曾钰婷

茶茶

陈寒梅

陈慧敏

陈佳敏

陈劲松

陈琳琳

陈敏

陈帅

陈文杰

陈希红

陈晓丹

陈秀梅

陈谊

陈欲晓

陈远新

陈忠梅

成功

戴北方

邓敏敏

杜威

杜欣

方晓

冯杰慧

甘敏芳

高枫

宫城

龚巧珍

顾成章

顾颖

观海听涛

郭润苗

郭小波

郭应文

杭国强

何朝阳

何晶晶

何沂洹

侯正春

忽群

胡卉哲

胡为

胡义赛

黄彩颖

黄超

黄俊

黄扬

黄瑜琳

姜任飞

赖智炯

乐天派

雷兵

雷锋

雷晴朗

雷歆洁

黎暘

李承远

李欢

李俊燕

李敏仪

李燊

李思颖

李雪梅

李烨

李远梅

李智钢

厉小勤

梁波

梁禹

梁钰

廖水生

林虹

林兰

林晓如

林旭康

凌碧红

刘泉耿

刘泰

刘文杰

刘小华

刘小姐

刘艳艳

刘毅

刘云

龙华艳

鲁智深

罗海岳

猫猫

欧阳思

潘惠群

庞甜

彭蕻琳

彭开祺

邱

邱雅

阮致瑞

商跃祥

尚明

申领

沈晓鸣

孙慧

孙骥轩

孙莉莉

唐太安

桃秋秋

湾月

王斌

王海燕

王海燕

王鸿景

王积刚

王健毅

王丽

王利民

王千槐

王琼

王秋月

王文军

王晓勇

王晓芝

王泽其

王子明

魏小珍

吴兰

吴立冬

吴穹静

吴晓燕

吴轩

吴宇平

夏力耘

夏艳珍

向旭家

肖伽羽

肖金锋

肖敏

晓慧

晓敏

谢培才

谢伟雄

谢文英

徐格丽

许嘉琪

许育铭

闫保华

严必瑾

杨骅

杨凯婷

杨力

杨利川

杨柳

杨熳

杨晓琳

杨旭

名录以姓名首字排序

 “红树林家族”月捐产品，公众每月定期定额捐赠，稳定持续地支持滨海湿地保护。

姚英妮

姚兆

叶松兰

叶盈

易飞龙

易陵

尹志磊

勇哥

于巍

俞浩

虞斯情

袁榕蔚

云

翟柳

张伏海

张徽旻熹

张杰

张莉

张龙

单次捐赠

Leni Verbogen

陈秋和

戴传星

邓婷婷

方惠

简伟军

李阳阳

刘舜祺

罗爽

马少福

梅苏林

米斌

潘樟良

孙东涛

王积刚

王漓峰

王晓云

邬琼

肖诚

张敏

张栩浲

张彦龙

张也

赵茜

赵庆煜

赵雯雯

赵益玮

赵益瑒

钟艺琳

周婵

周国银

周绘蓝

周任沛

周怿诺

周玉格

周志军

粥粥

卓丽

徐苹

杨琼

余惠勇

俞浩

温家怡

张家鑫

曾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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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支持

实验中学一（五）班

及腾讯乐捐平台等所有捐赠人（因涉及平台规定，

未能有名单显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UPS 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河仁慈善基金会

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

上海祥双教育发展基金会

深圳市博商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龙光慈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万科公益基金会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

企业捐赠

安徽酷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碗小碟餐饮文化传播（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德晟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中民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花样年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嘉程策划 ( 深圳 )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富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丽兹家居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联合包裹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纽迪希生命早期营养品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喆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汇大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弘润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后河车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径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企沃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一点钱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阳光鼠时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思利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职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诚致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航健康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鹿鼎科技有限公司

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洋浦耐基特实业有限公司

优视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运泰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行政支持

办公场地支持：深圳市社会组织总部基地（福田）

法律顾问支持：广东省维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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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深港项目中心会员

王石

杨利川

陈劲松

万捷

温育青

张敏

厉伟

汪建

施小华

肖兴萍

郑伟鹤

王岚

孙莉莉

费国强

刘明达

郭兆斌

洪海

刘朝霞

潘军

王积刚

杨华山

林文雄

戴新宇

陶璇

程小兵

吴刘菊兰

窦瑞刚

刘文杰

宋英之

赵心竹

王振飞

刘力强

蔡奎

胡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雅昌文化集团

五叶神品牌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曼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卓越集团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航健康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绿景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时代纪录影视有限公司

深圳第一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阔投资有限公司

索罗门有限公司

国康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泰岐置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恒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好日子酒店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信得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利玛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企沃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仕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意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充电网科技有限公司

曼隆蒂森克虏伯电梯有限公司

佳辰资本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通泰电子有限公司

李国飞

符玉红

侯红亮

薛丽

何晶晶

朱玉迎

傅琳瑚

何沂洹

何帆

刘志红

徐子苹

廖慧君

范永杰

黄超

樊云峰

米建军

陈子文

王庆彪

李从文

蔡智

廖水生

罗俭

佘学彬

张涉

许立庆

廖振为

秦俊楠

陈晓晗

闻豪

王艳

敬霆书

姜晓伟

李建红

尹志平

深圳市新静安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檀悦度假酒店集团

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阳光鼠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粤创科技有限公司

天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运泰发展有限公司

星汉资本

深圳回收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今日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湃昂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珠海市宇明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大地阳光门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全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朝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好博窗控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银星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河北锦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盛莲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源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时计宝商贸有限公司

大自然家居（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澄高科技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怡和（中国）有限公司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隆坤多元国际融资租赁公司

深圳市声光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三基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生堂实业有限公司

美启电力（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泰诺风集团

东莞市德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平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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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教育

志愿者名录 名录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中心 / 自然学校

白济川

蔡迪惠

曾珩

曾晓娟

陈芳洁

陈浩淼

陈秋玲

楚爱军

戴芸霞

狄春华

方为

房钫

冯秋仪

付立赢

付蜜蜜

高靖翮

高涛

高小君

高燕

韩奇

韩文玓

何宝凤

何丹

洪晓青

侯翠平

胡从勇

黄海燕

黄肖苗

黄育娟

季鸿

金裕明

黎格瓷

李静

李霖

李梦云

李敏仪

李晓秋

李秀英

李扬

李玉雪

李紫瑶

厉小勤

梁雪平

廖浚含

廖浔逊

林琳

林中扶

刘柏

刘鹏辉

刘文竹

刘新星

刘铮铮

罗静

罗兰

罗雨玲

罗智渊

马雪芬

欧菲

欧阳芳

彭晖

彭丽芳

彭晓霞

彭亚玲

邱康宁

邱琦

邵秉贞

邵婧

佘登映

施践

史振秋

司玲

宋华梅

宋秦宁

孙畅

孙健梅

汤婷婷

唐意倩

万军

王春凤

王付煊

王皓

王红付

王莉

王晓锐

王晓芝

韦薇

韦志卿

吴小燕

武红波

肖雨倩

肖玉

徐婷

徐晓宏

徐亚冲

许强

严文雯

杨观用

姚莉莉

于雪莲

余家嘉

袁盛

张翠仙

张红爱

张倩欣

张清

张司牧

张蔚昌

张燕菲

张媛

赵春华

肇恒志

郑琼瑶

钟文青

周玉庆

朱磊鑫

卓永学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自然教育中心

陈静

陈琳琳

陈敏

邓芳芳

甘媛媛

龚雪海

贡志国

胡颉

胡均敏

胡义赛

华俊鸽

黄新兴

黄雪蓉

计东梅

揭小美

李冲

李绮晴

李永成

林海平

刘蕊

刘珊

刘拥军

刘云

柳艳菊

罗强

吕清明

闵晓芳

明霞

彭渤

邱琦

邱瑶

尚勇军

邵秉贞

谭清萍

王春凤

王军如

王莉

王银英

王梓琰

温望

吴江红

吴梦雯

吴昱

夏艳珍

肖燕

邢雪娇

熊军

熊玮

熊玮

杨静

杨鸣明

杨咏梅

杨瑜

姚雨萱

叶建华

叶晓棠

余岚

袁素芬

臧切儿

张骏

张开峰

张小强

赵一陶

钟雨晨

周丹瑶

周军

周璐

周明

周一然

朱启兰

朱媛

庄凯

邹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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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乐园自然教育中心

陈丽娟

冯君萍

胡慧珍

华俊鸽

黄福燕

黄奕云

江伟玲

康海英

李嘉敏

刘一红

聂晓文

彭亚玲

秦涛

容小娟

邵秉贞

石冬梅

孙秋娥

孙悦

田丽华

田雪纷

童霞

汪珑玲

徐楠

杨晓幸

岳张强

张飘 

张仲发

赵海燕

钟素容

洪湖公园自然教育中心 /自然学校

白燕

薄娇

陈丽娟

陈瑞梅

方雷湘

付佳欣

何丹

何伟彤

江兰

焦杨

劳翠瑜

李玉芝

林柏芳

林芬芬

刘畅

刘丽

刘美智

刘山泉

刘子龙

罗家豪

孟凡花

浦黎

盛爱国

孙玲

孙怡燕

陶雨

王峰

王瑾

王树勤

王威

吴晓丽

肖萍

谢国遵

谢欣格

谢泳娴

熊伟

杨玫

杨琴

叶建华

袁素芬

张春玲

赵慧

周亮

周萍

朱青

深圳湾公园自然教育中心 /自然学校

白云霞

曾会东

曾小娟

陈波儿

陈家豪

陈蕊

陈淑芬

陈思

陈颖

崔文浩

邓洁

段奕坤

范晓敏

付辞燕

付佳欣

顾晓丽

郭杰

何冰冰

黄桂花

黄海燕

江瑾娟

黎励

李彩红

李锦花

李鹂歌

李伟 

李艳荣

练海洋

林楚霞

林楚燕

刘晖

刘金玉

刘霄

卢石

孟迪

宋想

宋雅婷

苏康文

苏筱蔚

唐玉兰

王幼凡

王元敏

吴璟

吴帅

吴晓燕

谢明桐

薛莉

严艳

杨靖峰

杨凯婷

张玲

张平

章玮

赵俊

郑艳旭

周志军

朱建衡

朱琼

朱子滢

园博园自然教育中心 /自然学校

边华

蔡錞青

操旻明

曾梦雅

曾娴玲

陈炳娟

邓舒元

董法

方芳

方宏耀

方晓龄

顾群 

胡慧珍

纪雨

金宁

李才

李芳

李惠芬

李琨渊

李丽芳

林小洁

刘国梁

刘惠玲

刘水河

罗丹

骆毅

麦碧如

欧阳玉莹

秦宪微

任红晓

司玲

田雪纷

王凤喜

吴璟

吴昱

谢瑞轩

熊玮

张莹

章霞敏

周晓路

周浔

周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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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 2017 年度之星

儿童乐园自然教育中心：彭亚玲、童霞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自然教育中心：陈静、陈敏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中心 / 自然学校：

张蔚昌、王春凤 

洪湖公园自然教育中心 / 自然学校：何丹、李玉芝

深圳湾公园自然教育中心 / 自然学校：

刘必成、戴细英、王元敏

园博园自然教育中心 / 自然学校：欧阳玉莹、罗丹

2、筹款传播

筹款志愿者

韦琳

张宏伟

陈钰婷

蓝燕苑

周余辉

董时侠

章恬竞

宗强

邹贝宇

传播志愿者

新媒体传播：肖骆、张馨、杨燕芳、黎文艳

英文翻译：沈弘叡、熊玲、朱文静、王晶、

袁崇晋、黄烨帆

短视频拍摄：陈艺、刘栖汐、黄燕芬、刘世权、

吴彬元、伍湘成

人物采写：杨素心、何凌、刘婉璐、陈婷、赖海京

摄影志愿者：杨翼、赵丽丽、谌志华、秦晓新、

刘光清

李宛珊

赖海京

粟洋

专家顾问

蔡立哲

陈德鸿

陈里娥

陈秋和

陈仕泓

范航青

高亚辉

宫悦

关翔宇

胡慧建

黄秦

贾凤龙

贾亦飞

雷光春

李保军

李彦坤

廖宝文

廖文波

林元烧

刘光清

刘海军

刘敏

栾胜基

罗智渊

莫训强

蒲颖

任晴

孙利秋

覃莉

田穗兴

王利民

王威

王文卿

王瑛

王勇军

文贤继

吴骁

向旭家

肖炳祥

熊杨

杨禾

于秀波

昝启杰

张立

张明祥

张媛

钟茜

周军

庄昊

合作单位

阿拉善 SEE 基金会

保尔森基金会

北大菜鹰会

北大光华华南校友会

北大深圳校友会

北京林业大学

北美水教育基金会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福建省观鸟会

盖娅自然学校

港科大公益队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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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美境自然）

广州市越秀区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

九三学社宝安基层委员会

蓝山雀生态文化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灵动自然

南方科技大学

厦门大学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深圳大学

深圳广电公益基金会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深圳市创新总裁俱乐部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深圳市观鸟协会

深圳市恒爱家庭服务中心

深圳市蓝色海洋环境保护协会

深圳市蓝天救援队

深圳市罗湖区懿贝斯女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深圳市女企业家商会

深圳市蒲公英自然教育促进中心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深圳市堂吉珂德广告有限公司

深圳市文化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嘉之华中心影城

深圳市友谊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越众影视有限公司

深圳中学初中部

世界水禽与湿地基金会（WWT）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会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台北野鸟学会（台北关渡自然公园）

台湾友善种子团队

元工作室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山大学

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专家讲师

陈久桐

陈巧玲

陈仕泓

冯世秀

黄宝平

黄秦

姬颖

简伟军

李彪

李晶晶

李旭

梁治宇

莫雅茜

蒲颖

覃莉

田穗兴

王炎磊

王勇军

吴健梅

吴岚

徐萌

严莹

杨琼

张杰

张伟

周丹

左勤

政府支持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林业局）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局

深圳市福田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深圳市福田区区委区政府

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深圳湾公园、洪湖公园、

园博园、儿童乐园）

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

深圳市委宣传部

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政协深圳市委员会

中国 - 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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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组织结构

秘书长

副秘书长

综合财务部

理事会

专业委员会

战略发展委员会

财务预算委员会

项目委员会

筹款委员会

章程修改委员会

监事会 

合作发展部 行业发展部 公众教育部 湿地保育部 生态公园

荣誉理事长

理事长

执行理事长

理事

章必功

王积刚

陈劲松

杜欣

厉伟 

刘文杰

孙莉莉

唐昭阳

解尚明

王利民 / 张媛

杨洪祥

深圳大学前校长

香港泰诺风保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链家集团高级副总裁、深圳链家、中诚致信 董事长

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 理事长

深圳市企沃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学生

广西天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 秘书长

深圳市中银信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名录以姓名首字排序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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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委员会

主席

委员

王积刚

陈旭绯

戴新宇

杜欣

李保军

刘文杰

罗飞

马春光

陶璇

王利民

文贤继

吴宇平

夏力耘

向旭家

萧今

熊杨

徐洁华

杨禾

于翠萍

张敏

筹款委员会

主席

副主席

委员

陈劲松

王利民

杜欣

顾颖

孙莉莉

王芳

王积刚

向旭家

于翠萍

张媛

章程修改委员会

主席 颜琼

联席会长

荣誉理事长

理事长

执行理事长

秘书长

王石、马蔚华

章必功

王积刚

陈劲松

孙莉莉

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席

委员

王石

雷光春

Kenneth Berlin

Wendy Paulson

财务预算委员会

主席

委员

张敏

陈劲松

李明俊

吴君亮

夏力耘

肖兴萍

俞浩

监事长

监事

吴宇平

李毅

孙景明

徐先林

俞浩

广东维摩律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

深圳市政协委员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 副局长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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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秘书处全体职员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孙莉莉

闫保华

甘敏芳

湿地保育部 & 生态公园

李燊

陈庆

谢恺琪

尹玉柱

唐佳梦

李琦

合作发展部

梁波

翟柳

毛媛

唐思云

韩禹铭

杨凯婷

温家怡

公众教育部

胡卉哲

陈阳

黄芳

曾卓

韦雪梅

吴良早

覃莉

滕云

刘丹阳

蔡少芬

郭梅婷

郑扬

曾庆文

综合财务部

黄建荣

张杜艳

黄兰英

徐旸

杨晓丽

吴晓丹

吴庆敏

行业发展部

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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