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6 月开始，天天果园在
业内率先推出新环保简装，用
国际认证的食品级气泡垫材料
进行商品包装，以此来减少上
游森林资源的砍伐。同时，天
天果园还出台购买环保包装生
鲜 产 品 立 减 5 元 的“ 绿 色 行
动”，以进一步培养消费者环保
网购的习惯。

天天果园所使用的简装包
装，均采用通过瑞士通用公证
SGS 认证的安全材料，即食品
包装聚乙烯成型品，并且按照
GB9687-1988 国家标准严格
生产，均符合食品级标准并通
过相关检验，确保安全无害。

天天果园方面表示，此举
是为了减少长期以来业内所使
用的一次性纸箱包材带来的资
源浪费，其中节省下的成本将
全部让利给消费者，培养绿色、
环保的消费理念。

“目前行业内主要使用纸
盒包材配送，平均每天至少消
耗 136 万个箱子，给森林资源
带来巨大浪费同时还在污染环
境。”天天果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目前生鲜电商行业内包材
浪费污染情况严重，应该引起
业内的共同重视。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报告，2015 年全年中国生
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达 497.1 亿元，预计到 2017 年
将突破 1000 亿元规模，增长超过 80%。根据这一
数据，以平均客单价 100元计算，这意味着国内生鲜
电商行业在过去一年中产生了至少 4.97 亿个纸箱，
而且还在以每天 108.9 万个的速度高速增长。此次
天天果园所提供的环保简装，将带领行业进行环保
行动，减少林材的消耗。

在推出环保简装的同时，天天果园仍保留原有
纸盒包装，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送礼可以选
择纸盒包装；自留食用选择简装，在为环保事业尽一
份力的同时，消费者的购买成本也将减少。

目前，这一环保包材已经在天天果园的部分生
鲜水果销售上使用，消费者可根据实际需求来挑选
纸盒包装或简装版。对于试点的环保简装产品，天
天果园也启动了立减 5 元的“绿色计划”，以培养消
费者环保消费习惯和理念。

天天果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推动环保简装
包材升级的同时，还在供应链上采取了更加深入的
环保措施，如摒弃高成本污染环境的冷链包材、采取
可重复利用的环保设备等，以给消费者更加环保、绿
色、经济的购物体验。

天天果园首推环保简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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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电商包装更环保

本报记者

李治国
6 月 17 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漫漫

黄沙在初夏阳光的炙烤下更显灼热，这里
是几千年来沟通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必
经之地。

同一时间，相隔几千里的北京人民大
会堂，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全球纪念
活动暨“一带一路”高级别对话正在举
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林业部
长、国际组织代表相聚于此，共商丝绸之
路生态保护大计。

风沙肆虐“一带一路”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总面积 33 万平方

公里，流动沙丘占 80%以上，低矮沙丘每
年可移动二三十米。过去一千年，整个沙
漠向南扩张了上百公里。新疆麦盖提县
紧邻塔克拉玛干，如今已被沙漠三面包
围。全县总面积 1.52 万平方公里，沙漠面
积就有 1.37万平方公里。

“一年 365 天，有 100 多天要刮沙尘
暴。”麦盖提县英巴扎社区居民库尔班·艾
买提说。库尔班·艾买提曾在沙地里种
树，让他难过的是，才种上一两天，树苗就
风干了。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较大的国
家之一，荒漠化土地面积 261.2 万平方公
里，占国土面积的 27.2%。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所涉及的 7 个省份，是我国沙化土
地集中分布的地区，沙化土地占全国沙化
土地总面积的 95.39%。”国家林业局局长
张建龙说。

不单是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蒙
古、吉尔吉斯、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都是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方，都无
一例外地遭受着不同类型的荒漠化、土地
退化和干旱的危害。

“过去 70 年间，蒙古国沙地和荒漠草
原面积分别增加 46%和 68%。77.8%的国
土面积已经发生退化，其中 9.9%已经严重
荒漠化，6.7%严重退化，25.9%重度退化，
35.3%轻度退化。”蒙古国环境绿色发展及

旅游部国务秘书特森格尔博士忧心忡忡
地说。

“我们必须加强生态修复，为‘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发展提供必需的生态容量和
生态承载能力。”张建龙说。

治沙有赖国际合作
“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达 3600 万平

方公里。荒漠化不仅威胁粮食安全、恶化
生存环境、破坏生态系统，还引发自然资
源的争夺，造成武装冲突、政治动荡和饥
饿贫困。为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
1994 年 6 月 17 日通过《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截至 2015 年共有 195 个国家和
地区加入公约。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
西部向中亚地区延伸，需要加强域内国家
全方位的生态保护合作。”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驻华代表张世钢说。

张建龙表示，“一带一路”沿线防治荒
漠化共同行动是全球实现土地退化零增
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将防治荒漠化
和沙尘暴列为“一带一路”战略重要举措
之一。2015 年，我国政府发布《“一带一
路”愿景与行动》，旨在加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推动绿色、低
碳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是我国全面推动“一带一路”战
略和“十三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为推
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6 月 17 日，我国
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合作，
举办了 2016 年世界防治荒漠化日纪念活
动暨“一带一路”共同行动高级别对话，共
同探讨生态修复模式。对话会后，参与各
方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
同行动倡议》，提出：开展沿线交通干线、
城镇（绿洲）综合生态防护体系建设，推动
内陆河湖流域的可持续土地管理；推动沙
尘暴源区和路径区的沙源控制，提高灾害
预警预报和应急能力；加强沿线世界自然
和文化遗址周边地区的生态维护和修复；
采取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措施，维护和加强
沿线荒漠、草原和绿洲生态系统稳定性和
生物多样性；鼓励发展沙区绿色经济，倡
导土地复合利用，利用光能、风能等清洁
能源，保护沙漠景观免受破坏。

各方商定将充分利用现有双边、多边

和区域合作机制，广泛建立伙伴关系，推
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组
织的战略和政策衔接与融合，反映共同关
切，筹集资源支持；充分动员企业和民间
部门参与，鼓励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利
用金融和市场手段，吸引企业家投资沙漠
绿色生态项目。

科学治理势在必行
“‘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一定要讲

究科学。”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说。
科学治理，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在工程建设中，坚持宜
林则林、宜草则草，乔灌草相结合，加快新
技术、新模式、新成果及适用技术的推广
应用。“我们将把保护建设绿洲作为防沙
治沙的中心环节来考虑，加大力度予以推
进。”张永利说。

科 学 治 理 与 适 度 开 发 利 用 并 不 冲
突。在严格保护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充
分发挥沙区光热资源充足、土地资源广阔
的优势，因地制宜适度发展绿色富民产
业，积极培育沙产业龙头企业，带动沙区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沙产业的质量和

效益，从而更好地促进当地农牧民就业增
收，将有益于“一带一路”生态修复实现良
性循环。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大田洼乡官
厅村 54 岁的王汉旭，在沙地上种了 20 亩
杏树，去年仅卖杏核就挣了 2 万元。张家
口市林业局副调研员武云峰告诉记者，目
前，张家口沙区林果总规模已达 430 万
亩，有 54 万农民依靠林果业脱贫致富，林
果加工企业达 22 家，年产值 6 亿元。据了
解，在冀北、晋北、内蒙古等京津风沙源
区，沙区牧草、中药材、林果等产业已全面
崛起，治沙已成为深得民心的富民事业。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治理，我国土
地荒漠化和沙化趋势已得到扭转。前不
久发布的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
结果显示，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
末的年均扩展 1.04 万平方公里，逆转为年
均缩减 2424 平方公里，实现了连续十几
年荒漠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

“我们愿意通过防治荒漠化共同行
动，全面提升荒漠化地区生态保护和沙漠
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为‘一带一路’沿线可
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技术支持和合作
动力。”张建龙说。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不同程度遭受着不同类型的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危害——

在“一带一路”上撒播绿色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我国的新疆麦盖提县在治沙过程中注重发展生态旅游，图为维吾尔族少女在鲜花

盛开的梨园中漫步。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