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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编辑部

在百度中搜索“黑面琵鹭”，会得到该鸟的

如下档案。

学名：Platalea minor

别名：饭匙鸟、黑面仔、黑面天使、快乐鸟

鸟类：鹳形目、鹮科

习性：群体性，觅食、休息、睡眠等活动大

多集体行动；迁徙性，每年初春3月分批离

开渡冬地区，返回北方繁殖地，10月又迁徙

活跃于渡冬地区。

数量：全球现存不到1800 只，其中约四分

之一每年来深圳和香港过冬，全球濒危物种

之一。

数量不断减少是这种鸟的不幸，深圳红树林

湿地保护基金会成立并以此类鸟的形象作为

LOGO又是它的幸运，这意味着深圳开始了

更多地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保护。

2012年7月13日，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

基金会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由民间发

起的地方性环保类公募基金会。该基金会的

发起人、理事、监事及捐赠人名单，几乎囊

括了深圳尤其是企业界的诸多名流。而该基

金会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其成为国内2500

多个基金会中首次“公开推选市民理事和监

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成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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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基金。

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以该基金会发起人

之一与首批捐赠人的身份参加了成立仪式。

这也是万捷董事长继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

会的沙漠治理、开展垃圾分类与处理、倡导

鲨鱼保护的公益后，更进深入的公益活动。

此番红树林基金会的市民理事监事的公开招

募，在深圳通过大众传媒的渠道进行了较为

广泛的社会动员，在包括环保专家、学生、

公司职员、NGO从业者、义工等不同社会

角色的报名者中，最终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

投票的方式推选出两名市民理事，一名市民

监事。

红树林是深圳的名片，深圳的人几乎都知

道，把保护红树林作为公众参与的项目是非

常合适的，政府方面也非常支持。因此我

们邀请社会各方人士加入基金会，就是为了

能让我们的基金会成为一个开放、具有公信

力、多元化且具有广泛社会资源的机构。开

放、公信力以及与市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一

个组织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成立后，意味着深圳

和香港两地的红树林保护终于连成一片——

在深圳红树林的对面就是香港的米埔自然保

护区。红树林湿地保护之前，很多鸟不选择

深圳，而只在香港逗留。我们相信，在红树

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的和广大市民的努力下，

深圳红树林也将成为鸟类必经的栖息地，适

合人类居住的场所。

相关链接

湿地指天然或人工形成的沼泽地等带有静

万捷成为首批红树林捐赠人

止或流动水体的成片浅水区，还包括在低

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湿地生态系统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特点，首先它是一种过

渡带生态系统，是介于陆地生态系统和森

林生态系统、海洋之间的一种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中生存着大量动植物，很多

湿地被列为自然保护区。中国的湿地面积

大概是3838万公顷，居世界第四位，亚洲

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