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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严格选拔，2015年4月28日

至30日，我（作者许艺嘉）以华东师

范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的

身份成为中国代表之一，有幸参加了

于中国上海举办的第十七次中日韩环

境部长会议（Tripartite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青年论坛（Youth 

Forum）。回想起来，从提笔申请参

加活动时一字一句的仔细斟酌、第一次

与其他四位代表在上海见面时的欣喜、

鼓起勇气走进会场时的惴惴不安，到演

讲的前一夜反复对着镜子排练的紧张、

演讲结束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和老师

对我肯定时的感动，每一幕，都历历在

目。这些努力与付出，都是为了能在日

放眼全球，立足本地
为构建绿色东北亚而共同努力
——记第十七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青年论坛

TEMM17 Youth Forum-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for a green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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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青年代表与陈吉宁部长合影 贾继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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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两国青年面前展现出中国青年的昂首

姿态，为了号召大家主动为三国的绿色

环境行动起来，不论多累，我感觉都是

值得的。

回到学校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

用文字把这次论坛的点点滴滴全部记录

下来，和更多与我们一样热爱环境的青

年分享，用我们的热情打动大家，一起

加入到保护环境的行列中来。

三国的青年们为环境做过什么？
4月29日，青年论坛在上海市召

开。本次青年论坛的主题是“青年与自

然的相处之道（Building Connections 

with Nature）”，与往届一样，各国

代表们首先利用上午的时间进行15分钟

的PPT展示。

日本为第一个展示国，来自不同地

区的三位代表向我们介绍了日本出色的

环境教育。不论是城市或乡村，日本都

非常重视对孩子的环境启蒙教育。在展

示前，日本代表还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

他们从日本带来的介绍资料，包括日本

目前的环境状况、不同青年环境组织的

详细介绍、专为小孩子设计的卡通读物

等。这样细心的准备，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们的严谨与细致。接下来，韩国代表

向我们展示了韩国的杰出青年行动。在

他们之中，有自己创建环境组织的，也

有走出国门、去周边国家参与志愿活动

的。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汇报者

攻读博士期间在校园里养蜜蜂，她向我

们介绍了这个项目的有趣之处。

中国作为东道国，在展示环节最

后一个出场，由我和来自复旦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系的赵政共同完成。通过介

绍我国目前的环境资源状况、在环境生

态保护方面采取的新举措，以及搜集到

的青年对保护环境的创新作为，向大家

展示了我国青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

“承上启下（Child-Youth-Adult）”

的作用。

各国代表的ppt展示都很精彩，向

我们传递了三国青年环保行动的正能

量。展示结束后，来自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宣传教育委

员会执委李翰颖老师为大家作了点评。

她提到人们的“意识”很重要，只有让

公众有了保护环境的心理与意识，环保

人所作出的努力才算是真的有了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大

国，应当在卯足劲发展经济与工业的同

时，注重环境保护；而日本与韩国作为

发达国家，目前在环境保护方面趋于成

熟。三国各有优势，应当截长补短、共

同发展，为构建绿色东北亚地区不懈奋

斗。

在头脑风暴中找准努力方向
下午的论坛，氛围更加轻松。在李

翰颖老师的组织下，各国代表进行了破

冰游戏和分组讨论。各国代表、工作人

员通过轻松有趣的破冰游戏更加熟悉彼

此，为后面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会场里

不断传出爽朗的欢笑声，无处不洋溢着

青年的蓬勃朝气。

游 戏 结 束 后 ， 我 们 开 始 了 分 组

青年论坛国际小组汇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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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一部分分为International 

Discussion和National Discussion。

在International Part中，除了各国五位

代表，今年还从三个国家中各选出了一

位老师参与到讨论中。大家随机组合成

三个组，每组6人，每两人来自同一国

家，开始了为时一小时的讨论。讨论的

内容包括：对上午各国展示内容的感想

分享、怎样的生活方式才算是与自然和

谐相处、影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

因素。大家都充分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以头脑风暴、手绘简笔画、

便利贴等形式，表达了我们对三国能更

好地共同维护自然环境的期许，展现着

青年一代思维的活跃与创新，讨论结束

后每个小组的成果展示更是获得了在

场参会人员的赞扬。接下来，各国代

表回到各自国家的小组，进行National 

Part。通过刚刚激烈的有关三国共同发

展的讨论，我们将问题细化：如何激励

本国青年参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去。我

们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包括鼓励学校制

定环境相关的必修课程、设立与环保活

动相关联的奖学金制度，鼓励校园媒体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期望政府能定

期设立开放日、公开环境信息、吸引市

民关注等等。复旦大学的孙琳在白纸的

下端画出了简易的世界地图，并标出了

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在地图旁，她

写上了“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放眼全球，立足本地）。这也正是我

们此次论坛想要达成的共识：三国齐心

协力，一同创造有利于环保共赢的机

会、提供三国青年进一步交流的平台，

一定可以为整个世界的环保愿景做出巨

大的贡献。

与部长见面 展现青年的无限潜能
30日上午，第十七次中日韩部长

会议召开，三国青年代表与企业家代表

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EMM）
与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青年论坛

(TEMM Youth Forum)

4月30日，第十七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EMM）在上海举

行。作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环境合作机制，同时也是中日韩三国建立

最早、成果最为丰富的合作机制之一，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旨在落实

三国首脑会议共识，探讨和解决共同面临的区域环境问题，促进本地

区可持续发展。本次会议审议并签署了《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

划（2015-2019）》，听取了青年和企业代表的成果报告，签署了

《第十七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

作为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青年论坛的成果

汇报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受到三国环境部长的一致好评。以

“青年与自然的相处之道（Building Connections with Nature）”

为主题，本届青年论坛突出青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创新精神和影响

力，旨在唤起青年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认知。正如中国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青年论坛成果汇报后的点评中所说，“青年

是最富朝气、活力和梦想的群体，青年的生态观和环境观关系着人类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依托三国部长级会议机制，中日韩环境部长会

议青年论坛经过五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日韩三国青年交流环境保护

知识，分享环境保护实践的重要平台。

一起参与了本次会议。在大会上，来自

日本的服部拓也（Hattori Takuya）代

表所有青年在三位部长面前做了青年论

坛的成果展示，并分享了我们论坛的视

频。青年人独有的朝气与活力，在视频

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种活力不断

打动着在座的各位，令大家不由自主地

发出阵阵赞叹。那一刻，我凝望着会

场，心想：不论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

也许是赞许我们能争取到这样好的机会

来展示自己，亦或许是怀念自己的青葱

岁月，不论怎样，我们都让大家看到了

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让大家肯定了

我们的观点，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怀揣

起了对和谐自然的强烈渴望。

在代表汇报结束后，我们有幸受到

了我国环保部陈吉宁部长的接见。陈部

长十分亲切，在得知我们中的大部分都

是环境专业的学生之后，更是肯定了我

们的选择，并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为国

出力。那一瞬间，我的心情是难以抑制

的激动与骄傲。

作者单位：1.华东师范大学 2.环保

部宣传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