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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环
境、保护环境是每
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近
年来，我市开展了一系列环境
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全市人民积极响
应、共同努力，使辽源人居环境发生了喜人
变化——多年困扰周边居民生活的臭水沟，重新变
回水清岸绿、鱼跃蛙鸣的仙人河；路面年久失修、景点老化
破损的广场和公园，经过重新修整后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新“网红
打卡地”；曾经灰土扬尘的施工工地，被如今现代化、绿色环保型工地取代；居
民小区里没有了小片荒和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绿植花卉掩映下的亭子长椅……

几年来，辽源在不断建设发展中坚持开展环保工作，逐步改善和修复城市环境。但想要重
现青山绿水的美景，并非一时一日之功。保护好辽源环境是每一个辽源人的责任，多一份保护、少一
份破坏，才会有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并存的美丽未来。

12月的辽源天气变化无常，但每
天晚上六七点钟，家住教师新村的芊芊
都会和妈妈坚持到沿河景观带和小广
场散步，母女俩还会顺便捡拾起路边的
垃圾放入垃圾箱。

母女俩每天利用散步时间捡垃圾
已经持续小半年了。今年夏天，5岁的
芊芊就读的幼儿园向全园小朋友发出
了“守护母亲河”环保行动的倡议。老
师向孩子们讲述环保的意义，介绍了辽
源的母亲河——东辽河，并邀请家长们
都行动起来，带领孩子们积极参与到环
保行动中来。一时间，幼儿园家长通信
群里十分热闹，家长们纷纷晒出陪自家
孩子捡拾路边垃圾、节约用水等环保行
动的照片和视频。

为积极响应幼儿园号召，芊芊的
妈妈也领着女儿到家附近的沿河景观
带转转，果然发现路边有时会有一些

被风吹过来的塑料包装袋和生活垃
圾，它们有的挂在树枝上、有的落在草
丛里……她们赶紧行动起来，将发现
的方便袋和塑料制品捡拾起来投入路
边的垃圾桶。当妈妈把芊芊捡拾垃圾
的图片发到幼儿园的通信群和朋友圈
并收到大家的赞扬后，小芊芊也在赞
扬声中认识到保护母亲河是很有意义
的事情，并且跟妈妈说以后都要继续
这么做。

从这以后，小芊芊几乎每天都会带
上小工具跟着家长去景观带捡拾垃圾，
以实际行动保护母亲河。

芊芊妈妈说，幼儿园举行的环保行
动非常好，不仅有意义，还从小培养了
孩子们保护环境的意识，让环保成为孩
子们的生活习惯。孩子就是祖国的未
来，相信他们长大以后，会更好地保护
环境、爱护家园。

幼儿园小朋友的“护河行动”
今年夏天，在寿山花园小区的寿山

景观下，片片花丛环绕，引得鸟儿和蝴
蝶流连其中。小区里这处充满鸟语花
香的美景是李玉珍等十多名小区居民
共同努力的成果。他们用城市绿化设
施升级后淘汰下来的砖石、绿植和花
卉装点小区环境，并趁着花季结束时
采摘花籽在空地上补种花卉。平日
里，他们还会为小区绿植和花卉浇水、
除草，劝阻在灌木草丛中遛狗的居民
和想要攀折花枝的小孩。在这些居民
们自发自觉地爱护下，小区环境也越
来越好了。

同样在市中心医院小区，也有一处
景色格外别致的区域。这里有高大挺
拔的树木和争奇斗艳的花朵，精心修剪
的枝丫和品种丰富的花卉，让人一眼就
能看出是被人精心照料的成果，这里是
小区居民侯维勋用十几年时间打造的
美丽“花园”。侯维勋是爱花之人，多年
来自己花钱、自己动手，在楼前楼后栽

树种花，不断美化小区环境。如今，每
到盛夏，这里一片绿荫伴着阵阵花香，
邻居们夸赞这些漂亮的花朵，还会在花
丛前拍照留念，让侯维勋感到特别满
足。

在盛世花园小区居住的蔡芹在隔
壁小区做保洁工作。对蔡芹来说，让
小区环境更美好，不仅是自己的工作，
更是自己的目标。工作时，她细心保
持小区内环境清洁；回家后，她精心打
造自己的“私人花园”。小区的整体绿
化不错，蔡芹家就住在一楼，楼边为居
民们留出了可以种植的区域，蔡芹就
利用这些空地种植自己喜欢的花卉。
到了夏季，她打开窗，窗外的花香随风
飘进屋里，整个房间都充满香甜的味
道。

在辽源，还有很多这样的小区和小
区里的义务园丁，他们用自己的热爱和
赤诚自觉维护和美化小区环境，以实际
行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小区里的辛勤园丁和美丽花园

“红铜、黄铜、易拉罐，塑料、电器、
纸壳箱……这些东西都别扔，攒够一波
就送去废品回收站，每次都能换个几十
上百块。”在银河花园2期，小区居民刘
英一边收拾家里的“破烂”，一边跟邻居
分享自己多年来总结的“垃圾变钱”的
心得。

在刘英眼里，没有啥东西算是真正
的垃圾。家里所有的废旧物品都有自
己的去处，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价
值：金属、塑料、纸壳、旧电器、损坏的各
种用具等可回收垃圾，都可以卖废品换
钱；旧的衣物和被褥除了改造成时尚毛
毯和打成被芯，质量好的可以捐赠给有
需要的人……不仅旧物件可以换钱，就
连家里的生活垃圾也可以用来堆肥种
花。前不久，刘英在网上购买了几个堆
肥箱，干净又卫生，生产出来的肥料养
花种菜效果特别好。最近，她还学着如
何利用堆肥箱养蚯蚓，尝试用蚯蚓粪制

肥，送给同样喜欢栽菜种花的好友们。
像刘英一样积攒纸壳箱、塑料瓶等

卖废品的人有很多，但还有一些人则使
用其他方式“变废为宝”。家里孩子正
在上幼儿园的李琪玉就是其中之一。
她家里有一个特殊的“材料箱”，里面存
放着平日里收集的小瓶盖、硬纸板和塑
料瓶等废弃杂物。对李琪玉和她家今
年6岁的儿子来说，这些本会被扔掉的
小物件都是好宝贝。每到周末，母子俩
就会用手工视频里获得的灵感一起动
手完成些小作品。李琪玉还会把这些
亲子时间共同完成的作品摆放出来，也
会把一些作品当成小礼物送给其他小
朋友。李琪玉以垃圾分类再循环利用
的实际行动教导孩子树立环保理念、养
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既培养了孩子的动
手能力，又增强了孩子与他人交往的能
力，使孩子在小朋友和教师、家长们的
夸赞中增强了自信心。

垃圾分好类 价值自然来

家住利源小区的李爽经常到东吉
市场买菜，空闲时就在市场里转转，挑
选新鲜的果蔬；要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做
饭，她就直接在市场周围的熟食加工店
和面食店买些加工好的食品。因为菜
市场里会给顾客提供方便袋装菜，所以
家里几天就能积攒一大堆。可是方便
袋多了不好整理，要么一个个叠起来很
麻烦，要么就是团得到处都是占地方。
为此，李爽还专门购买了叠放方便袋的
长筒，可还是越积越多。这些购物时使
用的垃圾袋，其实也没有多少二次利用
的机会，一般都是拿来罩在家里的垃圾
桶上装垃圾。总之，方便袋给李爽的感
觉就是留着用处不大，但扔了又感觉挺
可惜。

直到有一天，李爽看到了一个有关
限塑的科普视频，其中谈到了塑料并不
只是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会释放致癌
物质，焚烧和塑料再加工都会导致环境
污染。塑料垃圾在风吹日晒下逐渐变
成碎片和微粒进入环境，每年都有大量

的塑料制品和塑料微粒进入海洋，甚至
会导致海洋生物死亡，而且这些塑料微
粒还会通过海产品和水循环进入人体，
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李爽知道塑料垃圾对人体健康和
自然环境都是有害的，但没想到影响
这么大，又是这样无孔不入。再想想
仅自己家几日就能攒一堆方便袋，她
干脆决定以后购物尽量不用方便
袋。她把限塑宣传时赠送的可折叠
小布袋装进背包，平日里无论是去超
市购物，还是到菜市场买菜，都用自
己的小布袋。不知不觉间，李爽家里
的方便袋越来越少，好几次连罩垃圾
桶的方便袋都“断货”了。李爽说：

“平平常常的三口之家，一周使用的
方便袋也得有几十个，塑料垃圾又严
重污染环境。购物袋价格便宜又不
占地方，扔掉后也可降解，比方便袋
环保多了。”在李爽的影响下，家里的
老人和她的朋友们也都使用各种购
物袋代替塑料方便袋了。

布袋代替方便袋 绿色环保又节约

“把水龙头关掉再说话”“快把水停
了”“关水、关水”……这是二医院小区
居民郑英在网站看视频时出现的弹
幕。视频里是一对小夫妻的日常生活
瞬间：妻子正在洗脸，丈夫与她说话时，
妻子停止洗脸的动作，专心与丈夫交谈
的她却没有关闭水龙头，眼看着水龙头
里的水“哗哗”往外流，观看视频的观众
们忍不住发出一条条“关水”的弹幕发
言，迅速将整个视频画面“糊”满了。看
着视频中水龙头里白白流掉的水，平日
里只看节目不发言的郑英也忍不住发
出“要节约用水”的弹幕。

“节约用水”已经成为郑英的生活
习惯。而让她养成这个习惯的，不仅来
自从小受到的环保理念教育，还有多年
来用水难的亲身感受。郑英到现在都
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停水，那时辽源还
没有二次供水，高楼层的自来水水流细
小得没有筷子粗，而且还经常停水。为
了方便用水，高楼层住户会合伙买一个
水泵，自己抽水使用。到了冬季，经常
会遇到地下水管被冻裂导致停水、施工
人员在寒冬泡在冷水里抢修管网的情

况。有一年春节期间停水，为了过年用
水充足，大年三十早上，郑英的父亲借
了邻居家的扁担从一楼泵房挑了好几
趟水。再后来，城市水网改造和二次供
水改造让辽源人民吃上了放心水。可
对水的珍惜和节约用水的意识已经成
为郑英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洗脸水用
来拖地，淘米水用来刷碗或洗头，洗脚
水用来冲洗厕所，就连洗衣服也是有节
水妙招的，对于小件衣服，郑英和母亲
都是先用手搓洗，再用洗衣机甩干，最
后用盆漂洗，比完全用洗衣机洗衣服要
省很多水。

对于如何号召更多人养成节约用水
的习惯，郑英有自己的看法。她说：“曾
经吃不上水的经历让我们习惯了节约用
水。随着城市发展，年轻人很难对节约
用水有深刻的理解，所以我非常满意现
在阶梯收水费的政策，用得越少收费越
低，引导效果非常好。”原来，郑英的朋友
就曾因为一次性清洁家中衣物和被褥，
导致当月的水费从平时的十几块一下涨
到六十多元，从此再不敢没有节制地用
水了，平时用水也变得更节约了。

节约用水成习惯 时时付诸行动中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
空间。好的环境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
呼吸，就要共奋斗，人人都要尽一份力。

每一次环境保护宣传、每一项环境
保护和修复治理工程的开展，以及每一
位自觉开展环境保护行动的志愿者，都
在努力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有了绿水青山，才有真正的金山银
山。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不只是一时一地，
沙尘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每
一次受伤害也不只是部分个体。如果人
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
吃不上放心的食物，生活环境脏乱差，又
何谈幸福生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但只靠政府部
门的努力和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环保是
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作为个
体，谁不想享受环境治理的成果？仅限
于口号响应，或者只顾一味抱怨而没有
积极行动，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
的生产生活都在消耗资源、排放废物，在
环境问题面前，每个人都应该提高环保
意识、减少污染排放、养成环保习惯。人
人都行动、大家共努力，以持续的环
保行动打造绿水青山，我们才
会有更好、更广阔的生存
发展空间。

维护好环境 人人都尽力

·短评·

绿色城市绿色城市 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