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简报(实用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简报篇一

3月3日，东升自然保护区联合团县委青春宝清自愿服务队的
志愿者们共同开展20xx“3·3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活动，
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咨询、并深入湿地周
边村屯开展宣传活动等方式，对民众进行了保护野生动植物
宣传教育。

经过精心设计宣传路线筹划宣传内容和现场实地调查，在宝
清人民广场及距离保护区周边东升乡、北岗村、柳毛岗村及
银龙村的进出道口悬挂了十余幅宣传横幅，并安装了大量标
语牌。分成若干小组深入每一户老乡家中现场讲解野生动植
物科普知识，宣传保护野生动植物重要性和乱捕、滥猎、乱
采、滥挖、非法经营野生动植物的不法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并发放普法宣传单及保护野生动植物倡议书等。

20xx年12月20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3月3日确定
为“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今年是第四个“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主题为“聆听青年人的声音”旨在激励青年一代致力于
保护野生动植物。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的设立，体现了世界各
国人民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关注与关爱，也让我们更加了解
自然环境保护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好处。同时，该国际日也提
醒我们，加大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迫在眉睫。



美丽的星球是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共有的家园，生物多样性保
护关系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非法猎捕、滥食野生动
物不仅严重威胁着物种的生存，消弱了正常生态系统的功能，
而且还危及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
忠实践行者，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应
该:

三、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教育活动，呼吁更多的公众加
入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中来。

四、作为野生动物养殖和经营利用的单位，要做遵纪守法的
模范;

让我们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向非法野生动植
物及其制品说“不”，让美丽的野生动植物与我们生活在同
一蓝天下!

请与我们一起呵护地球上的美丽生灵!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简报篇二

我校一直以来将安全工作作为学校的一项首要工作，列入学
校日常管理长抓不懈。我校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指导思想，认真落实交通安全的各项措施，加强交通安全教
育，进一步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及学生自我防范能力。根
据县教育局的统一部署，我校于今年9月份开展了以“美好梦
想，安全起步”为主题的交通安全教育宣传月活动。在活动
中，我校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原则，以“文明骑
车，安全走路”的养成教育为主线，集中开展多种形式和内
容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推进学校安全文化建设，营造
“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的校园安全环境，让广大师生
深刻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安全的重要。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



针对交通安全教育宣传月活动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
要求等，我校首先研究制定了《龙岗中学“交通安全宣传
月”活动方案》，调整充实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了
由校长任组长，分管副校长、政教处主任为副组长，校委、
班主任为组员，组建了一个坚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职责明确，做到齐抓共管，把交通安全工作抓细抓实，使宣
传月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

二、广泛发动，深入学习，宣传教育

我校积极召开全体师生交通安全教育专题会议，切实加强
对“交通安全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领导，发挥优势，周密部
署，确定重点，认真组织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广大
师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为进一步提高
全体学生的交通安全法律意识，养成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的良好习惯，预防和减少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

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我校于宣传月活动启动阶段，即认真召开有行政班子、全体
教职工、班主任、全体师生参加的宣传月活动动员会，统一
部署活动方案。方案实施阶段，我校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

1、首先由我校政教处发起倡议，在9月15日晚通过教师会
议(全体教师)、视频(全体学生)让全体师生高度重视“美好
梦想。安全起步”。

2、9月16日利用晨会集中学生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月活动”
动员会。

3、9月16日晚上利用班会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月活动”主题
班会。

4、9月16日至24日通过校园广播进行宣传。



5、9月16至18日悬挂交通安全宣传横幅。

6、9月18日发放《关于做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常识普及率调
查问卷》。

7、9月23日组织学生观看交通安全教育片。

8、9月23日至25日，各出好一期以“交通安全”为主题的板
报，于9月26日检查。

四、建立机制，巩固成果

经过一个月的严抓狠抓，我校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有了明显
的提高，随意违反交规的现象已经大大减少。

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是一项长期任务，因此我校将一如既
往的坚持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做到交通安
全天天讲，周周讲，真正落实各项措施。

总之，在宣传月活动中，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
管理，进一步明确职责，使我校宣传活动扎实有效地进行。
我们将继续努力，杜绝交通安全事故，使我校的交通安全工
作更上一层楼。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简报篇三

20__年6月6日是第__届全国爱眼日，为了广大青少年的视力
不受损害，__初级中学团委响应上级号召，开展爱眼日的宣
传和教育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落实任务。

在爱眼日宣传和教育中，我校团委成立了爱眼日工作领导小
组，由校长负总责，学校团委具体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各



班班主任及团支部具体领导班级宣传和教育，体育教师负责
做好眼保健操的指导和管理。

二、加强了爱眼日的宣传和教育建设。

我们利用学校《晨星》广播、班报、橱窗、黑板报、手抄报
等宣传阵地，加强爱眼日材料的学习和宣传。具体工作主要
有：由学校悬挂“预防青少年近视，从一滴一点做起”的宣
传条幅，学校还利用校园网进行公告，以做好校园眼睛保护
的氛围;同时学校团委在学校校报和班报中进行具体宣传，教
育学生如何保护视力，预防眼睛疾病;同时班级开展以“爱护
眼睛，保护视力”为主题的主题班会活动。

总之，学校爱眼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争取使学校青
少年视力教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更好的保护好青少年
的视力。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简报篇四

今年的6月6日是世界爱眼日，所以我们大厅在6月7日进行了
爱眼日宣传。今年的爱眼日的宣传主题是——关注青少年眼
健康。

一、减少先天性眼的发病率。

先天性眼病危害大、致盲率高，给患儿的成长生活带来非常
的不便，并在儿童成长时期形成一定的心理障碍。先天性眼
病，系指大多数在出生前后即已存在及一小部分生后才逐渐
形成的一种带有先天遗传或发育障碍的眼病，如先天性白内
障、先天性青光眼、先天性斜视、先天性色盲等各种先天性
眼病。先天性眼病的'发病率约千分之四，约占盲童失明原因
的10——38.5%。多数为遗传性疾病与染色体基因遗传有关，
为显性或隐性遗传。部分先天性眼病是在胚胎或发育过程中，
由于局部或全身障碍引起的。如母体怀孕时因营养或代谢失



调，维生素a缺乏、甲状旁腺机能障碍、钙质代谢异常、以及
母体妊娠早期感染病毒等因素造成的。所以为了减少先天性
眼病的患病率，一定要做好优生优育工作。

二、儿童时期的意外伤害。

儿童时期，自我保护意识差，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有限，容易
受自身、他人、意外环境等因素的伤害。所以对儿童时期的
安全教育非常重要，提高儿童对事物的分辨能力，减少或避
免意外伤害。不管何种眼外伤，轻者通过治疗一般都能痊愈。
重者可致盲，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所以对于眼外伤以预防
为主，尽可能的避免儿童的眼睛不受伤害。

三、降低青少年近视的患病率。

我国青少年近视的患病率居世界第二，人数居世界第一，且
渐趋低龄化，中小学近视检出率为53%，更让人警惕的是，近
视高发期至少已提前2年。近视危害青少年的成长，同时影响
高素质人才专业的筛选。缩小了特殊职业的选取范围，更是
对实现我国二十一世纪健康目标的严重挑战。关注青少年近
视已是刻不容缓的关键时节。

对于3至6岁的学龄前儿童，也应做好预防工作。因为儿童时
期是眼睛发育的非常关键时期，这一生长阶段的儿童，也易
出现屈光异常的，因此对学龄前儿童的视力障碍要及早发现、
及时采取矫治措施。对于3至6岁的儿童，在学习方面要适可
而止，不要过早、长时间的写字、读书、弹琴等过度用眼。
培养儿童正确的用眼卫生习惯。定期作视力健康检查。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简报篇五

3月3日是第四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今年的活动主题
是“聆听青年人的声音，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



近年来，金华市民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意识越来越强，在过去
一年里，我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成功创建了国
家森林城市，救助非法猎捕、非法经营的野生动物750多
只(条)。今年，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实施，我国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启新纪元，野生动物将得到更严格的保护。

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管理站呼吁广大市民进一步增
强保护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参与并关注对野生动物、植
物的救助和保护。

我市陆生野生动物有4大类31目89科共404种，鸟类在陆生野
生动物中，数量最多，占69.55%，种类丰富。其中，绯鼠耳
蝠，红喉姬鹟，靴隼雕这三种金华独有;绿喉潜鸟、角、红头
潜鸭、草原雕、白枕鹤、黑喉噪鹛、鳞头树莺、矛斑蝗莺、
义乌小鲵、平胸龟、白头蝰这10种动物，我市是主要分布区。

近年来，我市鸟类种群不仅数量逐步壮大，种类也有所增加。
麻雀、鸦雀、绣眼、白腰文鸟数量明显增加，越来越常见，
以前从未见过的噪鹃、短耳鸮也在金华地区发现。

但是，位于食物链顶层的大型兽类以及两栖爬行类数量明显
下降。上世纪50年代在北山和南山相继发现过华南虎和云豹
等，现在难觅踪迹。以前常见的活鼠蛇和灰鼠蛇现存数量较
少，蛙类数量也没有得到有效恢复。

我市野生植物资源也相当丰富，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有2种，分别是银杏和南方红豆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有17种，比如香果树、鹅掌楸、金钱松、浙江楠等。

我市20xx年启动的全国重点野生植物普查工作中，在磐安发
现了4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天台鹅耳枥。该树种极为罕
见，目前有记载的野生母树数量全世界不到30株。此次发现
的4株，使磐安成为天台鹅耳枥在国内的第二处自然分布地。
另外在磐安发现了阔叶猕猴桃，这是在浙江省境内首次发现



该物种。

为保护好金华的野生动植物，过去一年，市林业局先后开展
了各类宣传和检查整治行动。

在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专项行动中，查处非法经营野生动
物15种400多只(条);开展非法狩猎检查85次，出动人员307人
次，收缴鸟网47张，没收野猪夹753个、电猫4个，立案调
查31人，其中刑事处理23人。

非法猎捕鸟类等野生动物集中检查行动暨“清网行动”中，
清除鸟网95张，收缴野猪夹、电猫等非法猎捕工具910个，行
政处罚29人，刑事处罚5人，救助野生动物17种350余只(条)。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排查整治行动中，关停或搬迁养殖企
业36家，完成整改22家，还举办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培训班
补齐疫病防控和养殖场管理短板。此外，我市还建立全省最
全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专职机构，依托金华动物园建立完
善的野生动物救护体系。

市林业局野保站工作人员谢纯刚表示，今年活动主题为“聆
听年轻的声音”，年轻人的参与将确保野生动植物可持续发
展，呼吁更多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其中，为打击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提供帮助。

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于20xx年1月1日施行，对广受社会
关注的野生动物表演、食用野生动物等问题制定了新的法律
规范。

新法认可了实质性的动物福利，明确提出不得虐待野生动物，
加强了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把“驯养繁殖”改为“人
工繁育”，运输野生动物增加了检疫证明。限制和规范了野
生动物的利用，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培育公民保护
野生动物的意识。



新法第30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也就是说，
从20xx年1月1日开始，只要有人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就要受到法律追究。

另外，新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
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
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今后，市民不能再私自放生野生动物，特别是外来物种，如
巴西龟、鳄龟等入侵性强，对本地生态系统威胁大的动物。
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
系统的，新法实施后都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