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伙伴相關項目及伙伴機構

雲南
■ 石屏縣新城鄉生態及人類健康推動項目

 石屏縣人民政府

■ 促進嵩明縣生態健康項目

 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 西雙版納推動婦女與青年參與社區可持續生計活動

 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 西雙版納布朗和僾伲族傳統文化與生態農業項目

 西雙版納布朗發展研究會

■ 德欽縣江坡村藏族傳統文化恢復

 卡瓦格博文化社

四川
■ 珙縣生態與人類健康的參與式社區健康教育、

 社區監察醫療服務及垃圾管理項目

 珙縣人民政府、珙縣婦聯

■ 加強宜賓地區本土協作者對生態健康議題的

 敏感度與能力

 屏山縣婦聯

■ 四川華西公共衛生學院推行參與式農村社區為本

 健康先導課程

 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衛生學院

社區伙伴是一社區發展組織，於2001年由嘉道理

基金會創辦及資助。我們旨在與中國的貧困、弱

勢社區及邊緣社群一起工作，尊重當地的文化及

自然環境，減少不公正，增強社區自我發展的能

力，使他們得以自立自主。

社區伙伴
香港尖沙咀漆咸道南117號崇基商業大廈13字樓

電話：852-2458 0011

傳真：852-2430 7099

網址：http://www.pcd.org.hk

案例撰寫：

李自躍、肖小翠（雲南石屏縣）

普路平（雲南嵩明縣、德欽縣、西雙版納勐海縣）

羅豔（四川珙縣、屏山縣）

插圖：張孝春（雲南省嵩明縣龍嘴石村）

編輯：吳美玲

出版：社區伙伴

日期：2009 年 4 月

感謝伙伴團體及社區伙伴健康項目團隊的參與

100% 再造紙印刷

社區健康漫步

關注環境、土地、社區
和人的健康 

社區伙伴

社區健康漫步

關注環境、土地、社區
和人的健康 



社區伙伴相關項目及伙伴機構

雲南
■ 石屏縣新城鄉生態及人類健康推動項目

 石屏縣人民政府

■ 促進嵩明縣生態健康項目

 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 西雙版納推動婦女與青年參與社區可持續生計活動

 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 西雙版納布朗和僾伲族傳統文化與生態農業項目

 西雙版納布朗發展研究會

■ 德欽縣江坡村藏族傳統文化恢復

 卡瓦格博文化社

四川
■ 珙縣生態與人類健康的參與式社區健康教育、

 社區監察醫療服務及垃圾管理項目

 珙縣人民政府、珙縣婦聯

■ 加強宜賓地區本土協作者對生態健康議題的

 敏感度與能力

 屏山縣婦聯

■ 四川華西公共衛生學院推行參與式農村社區為本

 健康先導課程

 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衛生學院

社區伙伴是一社區發展組織，於2001年由嘉道理

基金會創辦及資助。我們旨在與中國的貧困、弱

勢社區及邊緣社群一起工作，尊重當地的文化及

自然環境，減少不公正，增強社區自我發展的能

力，使他們得以自立自主。

社區伙伴
香港尖沙咀漆咸道南117號崇基商業大廈13字樓

電話：852-2458 0011

傳真：852-2430 7099

網址：http://www.pcd.org.hk

案例撰寫：

李自躍、肖小翠（雲南石屏縣）

普路平（雲南嵩明縣、德欽縣、西雙版納勐海縣）

羅豔（四川珙縣、屏山縣）

插圖：張孝春（雲南省嵩明縣龍嘴石村）

編輯：吳美玲

出版：社區伙伴

日期：2009 年 4 月

感謝伙伴團體及社區伙伴健康項目團隊的參與

100% 再造紙印刷

社區健康漫步

關注環境、土地、社區
和人的健康 

社區伙伴

社區健康漫步

關注環境、土地、社區
和人的健康 



前
言

我
們
與
社
區
共
同
追
求
永
續
生
活
的
理
想
。
說
社
區
的
永
續       

生
活
，
是
人
對
現
在
或
將
來
的
身
心
靈
狀
態
感
到
充
實
、
滿
意            

和
健
康
。
這
背
後
，
是
人
們
的
生
計
得
以
永
續
，
生
態
環
境
良

好
，
配
合
負
擔
得
來
和
符
合
當
地
文
化
的
社
會
服
務
，
還
有
一

個
互
相
支
持
的
社
區
，
人
們
懷
有
相
同
的
價
值
觀
。

健
康
是
永
續
生
活
的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
然
而
一
直
以
來
主
流
西

方
醫
學
中
就
病
醫
病
的
方
法
，
並
不
能
整
全
地
回
應
健
康
的
問

題
。
我
們
相
信
，
人
是
生
態
環
境
的
一
部
分
，
與
天
地
萬
物
，

有
著
相
互
依
存
、
互
相
影
響
的
關
係
。
我
們
談
整
全
的
健
康              

觀
，
不
僅
單
獨
談
人
類
的
健
康
，
而
是
指
整
個
生
態
系
統
中
各

個
因
素
的
安
康
狀
態
。
另
一
方
面
，
人
是
社
會
的
動
物
，
個
人

的
健
康
亦
同
時
寄
託
在
社
群
的
互
動
關
係
中
。
在
現
代
社
會           

里
，
人
們
為
了
追
求
健
康
，
不
惜
破
壞
環
境
、
污
染
土
地
、
虐

待
動
物
甚
至
漠
視
社
會
公
義
，
而
這
正
是
不
健
康
之
源
。

社
區
伙
伴
自2

0
0

5

年
起
，
在
農
村
社
區
項
目
里
推
動
整
全
的
健

康
觀
的
討
論
和
學
習
，
一
方
面
讓
老
百
姓
理
解
到
個
人
的
行
為

和
生
活
模
式
，
對
生
態
和
社
群
的
安
康
帶
來
影
響
，
這
些
後
果

反
過
來
亦
會
影
響
個
人
的
健
康
。
在
整
全
健
康
觀
的
探
討
里
，

老
百
姓
不
單
認
識
疾
病
的
成
因
和
預
防
，
同
時
也
在
思
考
如
何

在
地
行
動
，
利
用
本
土
的
智
慧
和
資
源
，
透
過
集
體
的
力
量
，

循
多
種
途
徑
，
建
立
安
康
和
諧
的
社
區
生
活
。
我
們
要
有
健
康

的
環
境
、
健
康
的
土
地
、
健
康
的
社
區
，
才
有
健
康
的
人
。

我
們
以
﹁
社
區
健
康
漫
步
﹂
的
方
法
作
為
起
點
，
在
輕
鬆
、
愉

快
和
互
動
的
氣
氛
下
，
與
社
區
一
起
探
討
整
全
健
康
的
問
題
，

把
抽
象
的
觀
念
融
入
到
具
體
生
活
的
細
節
，
從
本
土
智
慧
去
尋

找
啟
發
。
﹁
社
區
健
康
漫
步
﹂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活
動
，
但
是
可

以
充
分
體
驗
創
意
和
靈
活
變
通
，
它
不
單
應
用
在
社
區
健
康
或

環
境
教
育
活
動
中
，
同
時
也
是
參
與
式
項
目
需
求
評
估
，
和
項

目
評
估
的
工
具
，
亦
提
供
了
社
區
知
識
和
文
化
交
流
的
平
臺
。

這
本
小
冊
子
製
作
的
緣
起
，
來
自
機
構
內
部
的
一
次
經
驗
總
結

活
動
，
我
們
期
望
把
過
程
中
的
喜
悅
，
和
從
中
的
學
習
，
與
更

多
同
路
人
分
享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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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者和村民被分成三個小組：山林組、耕地組和生活組到

社區行走，觀察和瞭解嵩明龍嘴石村的山林、耕地、社區環

境、自然環境以及人的健康狀況。每個小組都手持四種顏色

的卡片：白色劃出小組走過的路線、藍色記錄發現的健康問

題，橘黃色記錄問題產生的原因 / 因素，紅色記錄可能產生

的影響。等到每個小組走完自己的路線以後，在大組里彙報

其走過的路線、發現的問題以及原因和影響。參加者共同提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 健康漫步是比較貼近自然的活動，能夠發現人類活動與

自然生態系互動過程中與自然和諧的行為，破壞自然的

行為，以及破壞自然給人類帶來的健康危害，也會發現

身體本身之外新的健康問題。多幾次漫步可以建立社區

村民整全健康的觀念。

■ 可以發現自己身邊環境以及健康的問題，並共同尋找自己

能做的解決方法，是一個學習平臺，也促進問題的解決。

■ 可以讓協作者和骨幹更全面看社區存在的問題，也讓問

題更有可視性，利於骨幹用身邊例子和問題，開展社區

動員。

■ 健康漫步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這樣持續的過程應該來自

社區內部自發的。如果健康漫步僅僅是一次活動的話，

它可能就變成發現健康問題的一個工具，如果讓它成為

持續過程的話，健康漫步將是社區建立自己整全健康觀

念的方法。

﹁
社
區
健
康
漫
步
﹂
是
一
個

在
社
區
內
進
行
的
參
與
式

活
動
，
形
式
簡
單
，
大
致

的
流
程
是
先
定
主
題
，
與

社
區
厘
定
漫
步
的
範
圍
和

路
線
，
然
後
以
小
組
為           

單
位
按
路
線
行
走
，
參
加

者
沿
途
細
心
觀
察
，
發
現

與
健
康
和
生
態
相
關
的
事

物
，
討
論
是
甚
麼
問
題
，

原
因
及
影
響
。
小
組
在
完

成
漫
步
後
分
析
和
總
結
所

發
現
的
問
題
，
並
且
討
論

回
應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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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者和村民被分成三個小組：山林組、耕地組和生活組到

社區行走，觀察和瞭解嵩明龍嘴石村的山林、耕地、社區環

境、自然環境以及人的健康狀況。每個小組都手持四種顏色

的卡片：白色劃出小組走過的路線、藍色記錄發現的健康問

題，橘黃色記錄問題產生的原因 / 因素，紅色記錄可能產生

的影響。等到每個小組走完自己的路線以後，在大組里彙報

其走過的路線、發現的問題以及原因和影響。參加者共同提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 健康漫步是比較貼近自然的活動，能夠發現人類活動與

自然生態系互動過程中與自然和諧的行為，破壞自然的

行為，以及破壞自然給人類帶來的健康危害，也會發現

身體本身之外新的健康問題。多幾次漫步可以建立社區

村民整全健康的觀念。

■ 可以發現自己身邊環境以及健康的問題，並共同尋找自己

能做的解決方法，是一個學習平臺，也促進問題的解決。

■ 可以讓協作者和骨幹更全面看社區存在的問題，也讓問

題更有可視性，利於骨幹用身邊例子和問題，開展社區

動員。

■ 健康漫步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這樣持續的過程應該來自

社區內部自發的。如果健康漫步僅僅是一次活動的話，

它可能就變成發現健康問題的一個工具，如果讓它成為

持續過程的話，健康漫步將是社區建立自己整全健康觀

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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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骨幹討論健康漫步的目的、作用和

意義，達成共識，並找出漫步的方法。

2. 組織骨幹確定主題為：環境衛生與健        

康、土壤板結與健康、水土流失與健康

三個主題。

3. 針對主題選擇漫步地點和路線，確定了

亂丟垃圾、污水亂流的團山村角為環境

衛生與健康的點；選擇一年種植五季蔬

菜，用化肥比較多的長田村前蔬菜地為

土壤板結與健康的點；選擇百花龍河中

段水土流失比較明顯的地方為水土流失

與健康的點。

健康漫步作為社區健康問題識別的一

種工具，可透過形象的主題 – 水，協

助村民自覺識別社區生態健康問題。

以水作為載體，其流動性以及包容性

可將“生態健康”概念形象地展現，

這亦符合當地村民的認知習慣（見附

圖）。村民按社區水源類型（泉水、

山泉水）和分佈作社區漫步，然後就

不同類形的循環過程歸類，評價其對

健康的好、壞影響。

雲南省石屏縣新城鄉

利用健康漫步作

社區動員2
4. 分組進行漫步，協作者在現場不斷提

醒看到甚麼？是甚麼原因引起？與我

們健康有甚麼關係。

5. 漫步之後小組作討論和匯總。

6. 把信息帶回各自社區與村民分享、討

論及確認。

7. 各個村產出各自的行動計畫，採取         

一些自己能做的行動，如簡單垃圾處

理、化肥農藥危害宣傳、嘗試堆肥、

種水果、竹子等。

8. 繼續發現三個主題之外新的健康問題

及討論（回到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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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澱過濾、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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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 垃圾

流入

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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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漫步”的意念，啟發自

關注社區健康的民間組織  “The 
Hesperian Foundation” 的一份   

活動指引：“How to do a health 
walk”。詳細內容參考： Women’s 
Health Exchange: a resource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sue      
No. 7, 2001. California: The 
Hesperia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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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骨幹確定主題為：環境衛生與健        

康、土壤板結與健康、水土流失與健康

三個主題。

3. 針對主題選擇漫步地點和路線，確定了

亂丟垃圾、污水亂流的團山村角為環境

衛生與健康的點；選擇一年種植五季蔬

菜，用化肥比較多的長田村前蔬菜地為

土壤板結與健康的點；選擇百花龍河中

段水土流失比較明顯的地方為水土流失

與健康的點。

健康漫步作為社區健康問題識別的一

種工具，可透過形象的主題 – 水，協

助村民自覺識別社區生態健康問題。

以水作為載體，其流動性以及包容性

可將“生態健康”概念形象地展現，

這亦符合當地村民的認知習慣（見附

圖）。村民按社區水源類型（泉水、

山泉水）和分佈作社區漫步，然後就

不同類形的循環過程歸類，評價其對

健康的好、壞影響。

雲南省石屏縣新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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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動員2
4. 分組進行漫步，協作者在現場不斷提

醒看到甚麼？是甚麼原因引起？與我

們健康有甚麼關係。

5. 漫步之後小組作討論和匯總。

6. 把信息帶回各自社區與村民分享、討

論及確認。

7. 各個村產出各自的行動計畫，採取         

一些自己能做的行動，如簡單垃圾處

理、化肥農藥危害宣傳、嘗試堆肥、

種水果、竹子等。

8. 繼續發現三個主題之外新的健康問題

及討論（回到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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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骨幹討論健康漫步的目的、作用和

意義，達成共識，並找出漫步的方法。

2. 組織骨幹確定主題為：環境衛生與健        

康、土壤板結與健康、水土流失與健康

三個主題。

3. 針對主題選擇漫步地點和路線，確定了

亂丟垃圾、污水亂流的團山村角為環境

衛生與健康的點；選擇一年種植五季蔬

菜，用化肥比較多的長田村前蔬菜地為

土壤板結與健康的點；選擇百花龍河中

段水土流失比較明顯的地方為水土流失

與健康的點。

健康漫步作為社區健康問題識別的一

種工具，可透過形象的主題 – 水，協

助村民自覺識別社區生態健康問題。

以水作為載體，其流動性以及包容性

可將“生態健康”概念形象地展現，

這亦符合當地村民的認知習慣（見附

圖）。村民按社區水源類型（泉水、

山泉水）和分佈作社區漫步，然後就

不同類形的循環過程歸類，評價其對

健康的好、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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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組進行漫步，協作者在現場不斷提

醒看到甚麼？是甚麼原因引起？與我

們健康有甚麼關係。

5. 漫步之後小組作討論和匯總。

6. 把信息帶回各自社區與村民分享、討

論及確認。

7. 各個村產出各自的行動計畫，採取         

一些自己能做的行動，如簡單垃圾處

理、化肥農藥危害宣傳、嘗試堆肥、

種水果、竹子等。

8. 繼續發現三個主題之外新的健康問題

及討論（回到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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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珙縣楠木村

需求評估：社區健康
問題的識別

1



參加過第一次嵩明縣的“社區健康漫步”之後，其他項目點的村民也希望組織同樣的活動，

並且邀請外村的人到自己的社區，幫助發現自己的社區問題。於是我們在西雙版納勐海縣組

織了第二次社區健康漫步，參加者包括當地的僾伲族、布朗族、嵩明縣的苗族和德欽縣的藏

族。在這次活動中，我們先協作各民族的參加者透過形體動作或語言表達他們對健康和不健

康的理解。他們共同理解的健康不僅僅是指人類的健康，而是指把人類包括在內的整全生態

系統的各個因素的安康狀態。區別在於各個民族都有著其獨到的理解。苗族認為“健康就是

社區的團結”；藏族認為“健康就是不傷害眾生”；布朗族認為“健康就是平安”；僾伲族

認為“健康就是有舒適的環境，呼吸乾淨的空氣，周圍有碧綠的樹木”。

這次健康漫步跳出了“健康的人”的討論，而是更加開闊的去看待自然界萬物的健康，

著重觀察人、家養/ 野生動物、家種/ 野生植物、水、土、空氣等的分佈、生活狀況以及它們

所存在的健康問題，突出了人與自然平等的觀念。

雲南省西
雙版納勐海

縣

曼皮和西
滿村

文化交流 

– 健康的文化視覺

3

四川珙縣孝兒鎮

垃圾分類項目評估

項目評估 – 

共識的建立4

雲南省石屏縣新城鄉小灣子村

多角度的項目評估5

石屏項目涉及的內容包括社區健康、生計

與社區文化三個方面，每一方面都與環境

生態的改善結連，而相互之間也是環環         

相扣。在做項目評估的時候，若只去瞭解

單一群體或單一事件的改變，並不能全面

認識過去三年項目與社區互動的情況。我

們選擇從一個嚴重的並且是社區關心的問

題作為切入點，擴大去看當中涉及與社區

生態健康有關的課題，以及村民意識的改

變。村民提出現在社區的水源大概只有以

前的1/10，問題比較嚴重，因此大家決定

進行健康漫步，以水源地為終點。

“邊走、邊看、邊談”本身是一個直觀的參與式工具，經常應

用在項目評估中。我們在社區垃圾分類的項目評估中，也使用

了健康漫步的方法。我們先在珙縣孝兒鎮的街道圖上找出各垃

圾收集點，及劃分不同的街區，如新街、老街，及城鄉交接的

地方。評估隊伍按地圖走一遍，沿途找出”黑白點”：做得好

和有問題的地方，大家作現場討論及記錄。這個方法由於在現

場進行，各人在討論問題時可充分考慮現實環境等因素，為交

叉驗證評估信息作了很好的補充，而且亦避免了主觀判斷。        

評估隊伍由參與項目各方組成，因此這亦是建立共識的平臺。

不過這次活動缺少了社區居民的參與，應考慮開放這個平臺，

或沿途訪問過路的人。同時應以拍照作記錄。

健康漫步的路線由村民設計，然後大家一

起確定與水源相關的利益群體：管水員、

健康教育骨幹、生態農戶。在路上大家看

到水管的鋪排和維護、水源地的保護和村

民對待水源和飲水的態度、垃圾管理、路

的管理、土地利用的變遷。漫步結束後，

晚上邀請了不同群體的村民來參加反饋，

同時討論社區存在的問題，讓大家意識到

管理水資源並不單單是管水員的責任，而

須創造共同關注管理公共資源的氛圍。

應
用
和
調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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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方法參考

雲南德欽縣江坡村的村民參加過兩次別的社區的健康漫步       

後，回到社區與其他村民分享體驗，並在村子里開展了健康

與文化，健康與環境的激烈討論。其後他們亦在自己的村子

組織了一次漫步。

首先社區里的協作者（主要是藏文老師）把參與的成員

分成三個小組、分別到社區的森林、水溝和寺院觀察，從藏

傳佛教和文化的角度來看社區的森林、水和寺院是否健康。

在卡瓦格博文化社的協助下，社區原先已成立了自己的藏文

班，另外藏族傳統里有夜聊的習慣，所以藏文老師就把社區

觀察和發現的健康問題在藏文班和夜聊時與其他村民分享，

並共同尋找解決健康問題的方法。

在漫步的過程，社區發現了自己的健康問題，包括           

1）固體垃圾，特別是水溝邊的垃圾，不僅危害社區成員和牲

口的健康，同時也污染了下游的水，傷害了其他社區的人；         

2）社區成員在採集森林產品以及砍伐時，破壞了森林的表

土，亂扔垃圾以及大聲吼叫，震怒了神靈，產生了洪水；         

3）瑪尼堆的六字箴言胡亂堆放等問題。於是在下一次社區

觀察和漫步的時候，藏文老師就組織社區成員撿垃圾、管理

瑪尼堆等。

健康漫步之後，村民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 1）垃

圾回收和處理，同時思考怎樣能減少垃圾的來源；2）考慮

跳神節時人類的糞便難以處理，開始修建廁所；3）森林資

源管理和修復敬香台；4）利用藏文班和夜聊的機會，在社

區內進行更多的社區健康討論，例如社區公路修好以後面臨

的種種問題以及社區的應對措施。

雲南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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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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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漫步之後，村民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 1）垃

圾回收和處理，同時思考怎樣能減少垃圾的來源；2）考慮

跳神節時人類的糞便難以處理，開始修建廁所；3）森林資

源管理和修復敬香台；4）利用藏文班和夜聊的機會，在社

區內進行更多的社區健康討論，例如社區公路修好以後面臨

的種種問題以及社區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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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18個村的健康骨幹交叉看不同的村子，能夠喚起對自己

村子思考和相互學習，促進發現自己村子新的健康問題。

■ 選點都是一個小片區的概念，不指哪家哪戶，不存在批判

誰，骨幹比較放得開討論，利於交流。

■ 在健康意識培訓（農藥危害、環境衛生、小兒腹瀉）之後

再開展健康漫步，這樣便於骨幹明白漫步是為了找出環境

與健康的聯繫。

協作者在活動前以畫圖的方法與參加者討論對健康的理解。

方法是畫出一個空白的人形，然後請每一位參加者在這個         

人形上添加自己的想法。匯總所有村民的想法，一個健康的

人就出現在大家面前。根據這張圖畫，協作者與村民歸納出

健康的人必須具備的因素，包括身體、心情、生產、生活、

社區文化和自然環境。由於很多村民喜歡用畫圖的方式來表

達，所以在畫健康的人體圖時，參與的氣氛很熱烈。

社區協作者同時亦是藏文老

師，他利用藏文班和夜聊的

機會，把社區的健康問題和

文化很好的連接起來。

雲南省石屏縣新城鄉

以社區為本位，不是以人為本3

雲
南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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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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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嘴
石
村

畫出
健康

2

雲南省德欽縣江坡村

與社區文化結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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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村里學校開展同類活動，如石屏新城項

目組織小學生漫步百花龍河，觀察沿河生

態變化，提升小學生保護生態環境意識。

■ 開展社區垃圾分類及處理項目。

■ 學習生態農業技術，如堆肥、製作營養      

液、生物多樣性防治蟲害、深圈養豬等。

■ 組織清理水源及河道垃圾，保護水源。

■ 在社區開展傳統文化調查和傳承的活動，

增進社區和諧，把文化與健康結連。

■ 利用適切的技術，在社區作汙水處理。

■ 社區森林資源管理。

■ 社區每年一次組織健康漫步，觀察生態、

生產和居住環境的變化。

後續活動的
可能性

小
小
提
示  

●    

點
滴
啟
發  

●    

後
續
活
動
的
可
能
性

■ 人類要善待動物、動植物以及動

植物賴以生存的環境。同時也要

考慮對其他人的影響，如流域上

游的人亂丟垃圾把水污染了，下

游的人也會喝到不乾淨的水而生

病。上游的人的行為導致了下游

的人不健康，所以上游的人也是

不健康的。

（雲南省德欽縣江坡村）

■ 我們瞭解到村民在看待健康時，並不

停留於關心個人身體是否有疾病，而

是考慮一個健康的人與環境的關係。

村民畫“健康的人”，把自然界中的

樹和山水、鳥、地上的動物和家畜、

勞動工具和手拉手的人也加進里面。

這表明村民眼中人的健康是與我們的

自然環境、動植物、生產勞動環境，

以及社區的人際關係息息相關的。

（雲南省嵩明縣龍嘴石村）

■ 骨幹認為垃圾問題只是表像，實質是人不

健康行為，包括亂丟，以及到外面買大量

東西吃，把大量垃圾帶到自己村子，不僅

人吃的這些東西對身體不好，也污染我們

的環境，導致環境和人的健康受到危害。

■ 水土流失根源是人破壞大自然，人們在自

然中索取越多，對自然的破壞就越大。       

水土流失可導致人住房不安全、土地不安

全、人生命不安全，也就影響健康。

■ 板結的土壤就像病人每天都要吃藥一樣，

這種土壤每天都要化肥，要農藥，土里沒

有蚯蚓，種出來的作物不健康，人吃了也

不健康。

（雲南省石屏縣新城鄉）

點滴啟發

■ 健康漫步是一個過程，最好不要作為單個活動來進行。鼓勵村民自己多做

幾次。

■ 如有需要可請專家來補充知識點，但同時要尊重村民的知識和本土智慧，

作雙向的交流，不輕易下判斷。

■ 觀察時除了要找出存在問題的地方外，也要肯定正面的事情。

■ 考慮時間的因素，如河水的上漲、垃圾的收集時間等。

■ 可考慮以拍照、卡片作記錄，記錄方法最好以本地人習慣和使用方便為       

考慮。

■ 增加活動的娛樂趣味，可視之為聯誼活動，如春遊，增加遊戲、說故事、

問答或歌唱的活動。

■ 注意參加者的安全保障。

■ 外來者要尊重當地的風俗禁忌，不要損害一草一木，不能破壞當地資源。

小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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