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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关中华民族乃至全球生存和发展ꎮ 开展生态植草、修复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对于

建设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ꎮ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作为国内首家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公募基金会ꎬ积极整合

企业和社会资源ꎬ推进西藏生态植草ꎬ为社会组织参与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借鉴与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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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ꎬ被誉为“世界屋

脊”“地球第三极” “亚洲水塔”ꎬ是珍稀野生动物

的天然栖息地和高原物种基因库ꎬ是我国乃至亚

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ꎬ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点地区之一ꎮ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等影响ꎬ西藏

有一半以上的草场重度退化ꎬ１ / １０ 草场明显沙

化ꎮ 日益退化的草地生态不仅给当地环境和当地

牧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ꎬ还对整个长江中

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ꎬ进
而对整个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深远影响ꎮ
西藏地区的草地退化导致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和水

源涵养等服务功能减弱ꎬ在强风和干旱的共同作

用下ꎬ风蚀作用加剧ꎬ土地沙化加速ꎬ使原生植被

群落优势种逐渐减少ꎬ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ꎬ影响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ꎮ
为改善青藏高原草地沙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

环境问题ꎬ促进高原生态趋衡ꎬ带动区域经济、社
会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ꎬ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聚焦生态植草ꎬ打造新型公益平台ꎬ为西藏生态文

明建设开辟了新途径ꎮ

１　 生态植草项目发展历程

２０１１ 年ꎬ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

在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启动了“藏北植草”公益

项目ꎬ在拉萨贡嘎县扎庆村种植了 １０００ 亩(约

６６ ６７ 公顷)的牧草ꎬ并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

果ꎮ 此行动得到品牌企业的捐赠和西藏科技厅、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支持协助ꎮ

２０１２ 年ꎬ上海瑞安房地产 １０００ 余名员工联

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ꎬ在西藏贡嘎县岗堆村荒

地河滩捐植 １４００ 亩(约 ９３ ３３ 公顷)高原草地ꎮ
西藏科技厅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生态植草项

目”纳入“西藏饲料安全与高效养殖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示范项目”ꎬ使“生态植草项目”有了更

大的技术保障和生命力ꎮ
鉴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两年人工种草的成功经验ꎬ

２０１３ 年ꎬ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品牌企业正式

启动了“力士绿哈达行动”ꎬ在青藏高原地区推

动“一人一元一平米 青藏高原万亩植绿计划”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力士绿哈达行动”先后在林周

县、日喀则市、林芝市等地开展ꎬ累积种植牧草超

过 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１５０００ 亩)ꎬ有效地改善了草地

退化、土地沙化等问题ꎬ净吸收二氧化碳近 ６０００ 吨ꎬ
大幅度提高了高原单位面积牧草产量ꎬ使天然草

场得到休养生息ꎮ 该项目还使当地近 １５０００ 名农

牧民通过参与行动持续增收ꎬ拉萨市林周等县的

人工牧草已实现商品化ꎬ牧民可以通过出售牧草

增收ꎮ 人工牧草的种植在生态和经济方面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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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效益ꎬ开创了生态建设与精准扶贫共赢的公

益模式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企业联合设

立“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金”ꎬ专门用以开

展喜马拉雅水源、植被、沙地等环保公益活动ꎬ旨
在扎实改善西藏地区生态环境和当地牧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ꎬ同时向社会公众传递环保理念ꎬ凝聚各

方力量共同参与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ꎮ 围绕这

一宗旨ꎬ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

益基金”持续开展“种草喜马拉雅”活动ꎬ通过人

工植草的方式助力西藏地区沙化土地治理和荒漠

化防治ꎮ 在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指导和联络

帮助下ꎬ“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金”的首个

项目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落地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公益基金”支
持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南木林县等地

区种植 ２６６ 万平方米(３９９０ 亩)绿麦草ꎬ对改善当

地土地环境、缓解自然草场载畜压力起到了积极

作用ꎮ

２　 主要成效

“力士绿哈达行动”和“种草喜马拉雅”项目

都是在青藏高原地区种植优质多年生牧草ꎮ 这一

生态植草模式ꎬ一方面有效地起到防风固沙、涵养

水源的作用ꎬ不仅能够保持水土、改良土壤质量ꎬ
还能帮助当地农牧民解决饲草季节性严重短缺等

问题ꎻ另一方面ꎬ对加快西藏自治区人工草地建

设、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和重建也起到了良好的

作用ꎬ为推动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农区畜

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ꎬ切实改善了农牧民生活

环境及经济条件ꎮ
２ １　 科学种植增加牧草产量

植草项目采取紫花苜蓿和绿麦草混播的新型

种植方式ꎮ 在生长过程中ꎬ绿麦草可以为紫花苜

蓿营造相对稳定的小气候条件ꎬ促进其生长ꎮ 这

是经过多方面研究分析选取的一举两得的植草方

案ꎮ 增加藏区人工草场面积ꎬ不仅能够改善当地

生态环境ꎬ而且对当地的防风固沙、水源涵养、固
碳等生态服务功能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ꎮ 同

时ꎬ牧草产量增加ꎬ能够供给当地牧民饲养牛羊ꎬ
也能够让牧民通过交易牧草而获得额外收入ꎮ 采

用科学的植草方式ꎬ草种的株高、生长速度及产草

量均优于当地燕麦ꎬ饲草干物质中蛋白质含量可

以达到 １３％~１９％ꎬ出草量比天然草场高出 １０ 倍

~２０ 倍ꎮ 人工种植的牧草在维护得当的情况下ꎬ
每年为村民获得 ８００ 元 /亩(１２０００ 元 /公顷) ~
１３００ 元 /亩(１９５００ 元 /公顷)的纯收入ꎮ

依托项目的投入、运营和产出对贫困农户进

行转移支付ꎮ 以南木林县艾玛乡为例ꎬ在 ２０１９ 年

和 ２０２０ 年的种草活动中ꎬ“自然堂喜马拉雅环保

公益基金”向艾玛乡农牧民合作社捐助了种草所

需的人工成本、机械成本、草种苗等资金ꎬ并监督

其使用过程ꎮ 在 ２０１９ 年草地收割的过程中ꎬ合作

社外聘了约 ２３ 名当地贫困户帮助收割ꎬ每人每

天支付工资 １８０ 元ꎬ持续支付工资天数超过

３０ 天ꎮ 另外ꎬ合作社也聘请了约 ２４ 名固定员

工ꎬ并且优先聘请贫困户ꎮ
２ ２　 促进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ꎬ培育现代

农业

在开展种草公益行动的过程中ꎬ更加密切地

关注当地植物多样性保护ꎬ以环保和可持续开发

的理念ꎬ运用生物发酵工程和植物组织培养等创

新手段ꎬ对泛喜马拉雅地区珍贵资源进行保护性

的可持续开发研究ꎬ为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了科学参考ꎮ ２０１８ 年ꎬ“自然堂喜马拉雅环

保公益基金”与西藏农牧学院展开“龙胆草人工

驯化种植”产学研一体化公益项目ꎮ 规模化人工

驯化种植ꎬ一方面能够替代人工采摘野生龙胆草ꎬ
减少对当地自然生态的破坏ꎻ另一方面为当地注

入新兴产业ꎬ提高土地效益ꎬ增加农民收入ꎮ 该项

目创新性采取“企业＋公益基金＋示范基地＋藏族

农户”的公益模式ꎬ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ꎮ
２ ３　 党建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依托公益种草活动ꎬ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党支部与典型企业党支部在日喀则

市开展党支部共建ꎬ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主题教育活动ꎬ并向贫困地区的农牧民捐赠

慰问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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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经验与启示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地球第三极”即青

藏高原的公益行动实践中ꎬ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

公益模式ꎬ将环保公益项目深化成开放的公益平

台ꎬ吸纳更多社会力量ꎬ打造“公益第三极”ꎮ 开

展公益行动ꎬ需要各界公益力量共同努力ꎮ “公
益第一极”是政府部门ꎬ能够通过更加清晰的政

策解读来明确公益行动的方向ꎬ给予政策性指导ꎮ
而“公益第二极”是非政府组织ꎬ不仅能够发挥专

业性作用ꎬ保持公益行动开展的专业与高效ꎬ还能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协调力和资源整合配置能力ꎬ
让公益行动产生更大的价值ꎮ 而随着更多社会

力量加入公益行动中ꎬ“公益第三极”———商业

力量也体现出越来越大的价值ꎮ 随着气候变化

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

重视ꎬ更多的商业力量在公益行动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ꎬ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ꎬ为公益行

动注入了更多活力ꎮ
３ １　 覆盖全价值链的公益平台

“力士绿哈达行动”搭建了一个吸纳商业合

作伙伴共同参与的公益平台ꎬ通过与国内最具影

响力的零售商共同行动ꎬ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ꎬ依
托电商平台ꎬ邀请消费者关注西藏地区生态环境

建设并参与其中ꎬ从而扩大其规模和影响力ꎮ 参

与项目的商超合作伙伴在各大门店开展“一人一

元一平米ꎬ青藏高原万亩植绿计划”主题环保宣

传活动ꎮ 消费者只需要通过购买指定产品就可以

为西藏地区捐种草地ꎮ 这一公益活动ꎬ一方面为

消费者开辟了参与公益行动的一种方式ꎬ汇聚公

众的力量ꎬ通过“小行动”产生“大不同”ꎻ另一方

面ꎬ也不断提醒消费者关注“可持续生活方式”ꎬ
将生态环保的理念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ꎮ
３ ２　 商业力量赋能可持续的公益发展

在开展公益行动的过程中ꎬ探索出可持续行

动的商业闭环模式ꎮ 邀请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建

设农业基地ꎬ如在林周县卡孜乡合作建设的紫花

苜蓿农业采购基地ꎬ将项目种植的紫花苜蓿运用

到企业产品研发中ꎬ从而把企业自身业务与公益

植草更紧密、更深度地结合ꎬ为当地带来持续的环

境和经济收益ꎮ
３ ３　 明星助力多元化高原公益项目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的十年时间里ꎬ“力士绿哈

达行动”得到了国内大量知名人士和名人明星的

支持ꎬ他们作为行动的“公益宣传大使”ꎬ呼吁更

多人关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建设ꎬ并加入践行可

持续生活的行动中ꎮ 公益行动先后邀请了著名主

持人、世界小姐、著名演员、世界冠军、歌手等社会

知名人士参与“力士绿哈达行动”见证仪式并担

任行动“公益宣传大使”ꎬ借助其影响力号召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守护青藏高原的行动ꎮ
在开展“种草喜马拉雅”公益行动的过程中ꎬ

利用明星效应和社交媒体ꎬ公益活动得到了迅速

传播ꎬ不仅吸引社会公众关注地区环境问题ꎬ还为

消费者参与环保公益提供了机会ꎮ 通过发挥明星

公益合伙人的社会影响力ꎬ提高传播声量ꎬ倡导全

社会共同关注并加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生态扶

贫及发展事业ꎮ
３ ４　 开展多元化的青藏高原公益行动

“力士绿哈达行动”为了帮助当地学生获得

更多的教育支持与鼓励ꎬ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在林周

县卡孜乡中心小学设立“力士绿哈达行动”公益

奖学金ꎬ助力青少年的教育与培养ꎬ使他们成为青

藏高原的守护者、绿色中国的创造者、美丽中国的

建设者ꎮ
开展公益行动十年来ꎬ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建立了多方参与的公益平台ꎬ以开放的姿态汇聚

更多社会力量ꎬ让政府部门、公益机构、商业伙

伴、科研机构、合作社、农牧民、消费者等不同力

量参与到行动中来ꎮ 一方面避免了单方力量在

资源和专业能力上的不足ꎬ另一方面扩大了公

益项目的社会影响ꎬ吸引了更多社会力量关注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ꎮ 同时以持续的公益

行动帮助更多西藏地区人民改善生活ꎬ为西藏

生态文明建设创造长久的社会效益和公益价

值ꎬ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与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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