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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张源像往常一样，早早
地来到上航新村的垃圾厢房旁，和
小区的居民聊起垃圾分类这桩事。
在上海市，垃圾分类“程家桥模式”
已成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
模式，而程家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张
源正是这一模式的实践者。

推进垃圾分类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很多人说，垃圾分类很难成功，
如果失败了最后都会成为无用功，
但属牛的张源却有一股犟劲，他坚
信。只要努力，垃圾分类定会成功。

选择居民反对多的小区试点

去年 1 月，张源带领班子成员
开展了区域垃圾分类前期调研工
作。“您好，您支持垃圾分类吗？”这
一 句 话 ，张 源 每 天 都 要 问 上 几 十
遍。在 6 个月的时间里，张源走访
了 44 个小区，敲开了每一户居民的
家门，了解居民的垃圾分类意向。

经过一番认真研判，最后，他选
择了上航新村居民区的高登花园和
上航新村作为试点小区。检察官出
身的张源，有着比常人更为敏锐、细
致的洞察力，他希望通过这次试点
探索，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

他认为这两个小区具有可操作
性和示范意义。首先是大小适中，
居民约在 1000 人左右；其次，高登
花园是商品房小区，上航新村是售
后公房小区，是上海的两种典型小
区；第三是出租户数量占据小区的
1/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90%的小区居民都反对垃圾分类。
一般人会望而却步，可张源却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说，“因为大
多数居民都反对，才有试点的意义，
虽然压力很大，但如果能做成功的
话，在上海的其他小区落实也是指
日可待。”

感化居民从被动到自觉

去年 10 月，上航新村居民区两
个小区率先启动垃圾“两网协同”和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试点工作。

刚开始，居民区像炸开了锅，
“不了解”和“怕麻烦”是大多数人反
对的原因。于是，家门口没法扔，就
丢到别的小区；楼下的垃圾桶“搬
家”了，就随手抛在树丛草地上……

生活习惯的改变非一朝一夕所
能为，张源意识到垃圾分类是场“持
久战”。

于是，他带领小区党支部，成立
了“暖心之家”志愿者工作室，带动
居民共同参与垃圾分类。随后，张
源再到居民家中逐户走访，发放问
卷，面对不配合的居民，张源晓之以
情动之以理，“垃圾分类刚开始是麻
烦，慢慢会习惯的。看似没用的事，
其实是惠及子孙的生态工程。”

为了方便居民从源头分类，张
源还设计出可拆卸分类垃圾桶，让
街道向小区的每户居民发放，居民
纷纷称赞：“有了这个垃圾桶，我们
不用每次倒垃圾都拎着大包小包，
实在是太方便了。”

张源一次次上门，感动了居民，
他们看在眼里，渐渐地，反对的声音
越来越小，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许多
居民开始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不久，居民自愿组建的社区党
员、红领巾、外来出租户、楼组长等 4
支志愿者队伍“接管”了日常监管和
宣传工作，他们分成值班巡逻、垃圾
投放、记录等几个组。居民区党组
织还发动楼组长、楼代表挨家挨户
签订居民承诺书，将垃圾投放要求
纳入楼组公约。

让无主垃圾无处藏身

有一次巡查时，张源和志愿者
们在小区草丛里发现一袋没有分类
的“无主”垃圾。为了找到垃圾“主
人”，志愿者打开散发着异味的垃圾
袋，在垃圾堆里面兜底翻，终于找到
了 一 张 已 经
湿 漉 漉 的 外
卖 送 货 单 。
张 源 查 询 了
安 装 在 小 区
里 的 监 控 后
进行了核对，
确 认 是 327
号 的 一 位 居
民 偷 偷 扔
的 。 于 是 让
居 委 和 物 业
在 小 区 贴 出
安民告示，提
醒 这 户 居 民
要配合，之后

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
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张源也

遇到过棘手的问题，有一次，张源在
上航新村内进行巡查时发现一个空
姐随手扔垃圾，便和志愿者笑着上
前沟通，没想到她态度很“拽”。张
源说：“道理讲了你不听，那就到你
们航空公司去评评理怎么样？”后
来，空姐终于将垃圾按规定投放了，
并特意到居委会道歉。

小区出租户中空乘有 50 多户，
空乘作息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对垃
圾投放认可度不高。于是张源随机
应变，主动走访航空公司。在获得
航空公司的支持后，帮助空乘人员
制订轮流值日方案，确定了谁轮休
谁分类的原则。他还从其中的党员
入手，说服了一名“空姐”党员协助
做好其他同事的工作。难题迎刃而
解，租户参与率明显提升。

张源不辞辛劳的奔波带来了可
喜的成果，上航新村居民区两个小
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已跨过初创阶
段，进入正常运作，居民支持率、投
放准确率均已达 99%，垃圾减量率
日均 57.33%。

看着小区环境变得越来越干净
整洁，张源感慨万千，他打开办公室
的窗户，指着远处那一片居民区，兴
奋地告诉记者，下一步，程家桥街道
要全面实现“三个全覆盖”的目标：
试点小区全覆盖，8 个居民区都设
立示范点；“两网协同”全覆盖；商品
房、售后公房、别墅、精品小区、部队
小区等 5种类型小区全覆盖。

在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罗红柱
称得上是十里八乡的名人。

他是农民，却不是一个普通的农
民，而是一位发明家。

过去二十几年，只有大专学历的
他，在很多艰难困窘的情况下，仅仅
依靠打工和部分微薄的专利收入，研
发出各种实用技术项目 180 多项，其
中 申 报 国 家 专 利 的 项 目 就 有 130 多
项，是陕西省非职务申报专利技术成
果最多的人，也是全国以农民身份、
个人投资申报发明专利技术成果最
多的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明成
果中，有 10 多项是用于帮助人们提高
环境保护意识的产品。这在全国发
明领域，乃至环境保护领域，都是罕
见的。

动力源于责任和使命

对于罗红柱来说，将发明的目光
投向环保领域，是一份源于内心驱使
的责任与使命。

他今年 60 岁，经历过生态环境好
的时候，也亲眼见证家乡生态环境逐
渐恶化的情况。在罗红柱看来，家乡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一场逐渐演化的

噩梦。
他告诉记者，小时候，家门口有

一条特别清澈的河——银洞河。据
说河流的源头是一个含铁银矿的深
洞沟，河水不但清澈，而且淳甜，每年
六月六，来这儿取水吃凉面的人络绎
不绝，又称“金水河”。

上世纪 90 年代末，银洞河的生态
环境开始恶化。原来住在山坡根的
住 户 ，为 了 图 方 便 ，开 始 往 河 边 搬
迁。有些人开始把垃圾扔进河里，周
围的人纷纷效仿。日积月累，银洞河
成了垃圾河。更糟糕的是，有些人修
房，厕所下水道口就通向河里，小河
很快变成了公共垃圾河。

一条原本可以看见小鱼小虾、可
以游泳嬉戏的小河，就这样在眼前消
失了。罗红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我们常常把黄河比作华夏儿女
的母亲河，那银洞河就是我们当地人
的母亲河。母亲河养育了我们，做儿
女的没有任何理由去破坏她，更不应
该 在 她 的 伤 口 上 撒 盐 。”罗 红 柱 说 。
于是，他萌发了研究开发环境教育与
文体娱乐相结合的新型产品的想法，
希望寓教于乐，让人们在文体娱乐过
程 中 培 养 起 自 觉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意识。

朴素简单却能寓教于乐

为了发明出寓意深刻、实用性强
的环境教育工具，罗红柱买来各种各
样的材料，反反复复地进行实验。小
到外观设计，大到实际应用，都浸润
着罗红柱无数的心血。“（我爸）经常
半夜三四点钟都不睡觉。”儿子罗阿
波告诉记者。

这些年，他先后发明了十几种新
型环境教育与文体娱乐相结合的文
体项目，如“环境保护推理球”“环境
保护教育棋”“小学生环保教育三字
歌习字本”“学生环保教育球”“环保
教育圆盘球”以及“环保教育牌”“环
保方格球”等。

在这些发明中，罗红柱都设计了
印有鱼、鸟、人的圆球元素。他告诉
记者，之所以这样设计，是想表达“鱼
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蓝天”“人
类离不开好环境”的概念，希望人们
在 娱 乐 的 同 时 ，强 化 对 这 些 概 念 的
理解。

“ 小 学 生 环 保 教 育 三 字 歌 习 字
本”是罗红柱应用最广的环保发明产
品。习字本中，他将“热爱环境，保护
环境”的道理及重要性编成朗朗上口

的三字文，在硬纸
上 压 制 成 带 有 凹
槽字形的习字板，
小 学 生 使 用 它 不
但能学习书法，而
且能反复使用，有
利 于 潜 移 默 化 地
接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启蒙教育。

在好友同时也是商洛市人大代
表 的 尚 微 尘 看 来 ，罗 红 柱 的 发 明 朴
素、简单，在实用的同时还不乏有趣，
巧妙地演示和表达了天人合一的环
境教育理念。

意志坚定，不忘初心

罗红柱不仅自主设计发明环境
教育类产品，而且还自掏腰包推广。

“ 小 学 生 环 保 教 育 三 字 歌 习 字
本”效果好，他就向全国各地的小学
生免费赠送，至今已有 3 万余本，价值
20 多万元。“推理球”“方格球”等产品
造价比较高，最低的也在六七百元，
罗红柱只好拿其他的收入补贴。

然而罗红柱仅仅是一位普通的
农民，打工的收入十分微薄。记得研
发出“习字本”时，罗红柱甚至想过去
献血，无奈因身体虚弱而未成。没办

法，他只好与妻子李忠云到西安一建
筑工地打工，经过 3 年的省吃俭用，终
于攒了 10 多万元。妻子不舍，想用这
些钱去翻新家里的房子，可罗红柱却
坚持将这些钱一股脑儿地全都投入
到了“习字本”的生产中，分别捐赠给
了甘肃、四川、山西等省，延安、井冈
山、大别山、沂蒙山等县（市）的 50多个
学校或教育局，让小学生免费使用。

罗红柱说自己有点“轴”，认准了
的 事 情 ，干 不 成 绝 对 不 回 头 。 这 些
年，仅仅为了环保类的发明，他前前
后后就投入了 70 多万元。很多人对
罗红柱的行为不理解，讽刺挖苦者有
之，嘲笑旁观者有之，罗红柱虽然伤
心，但依然坚持初心。

“我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力尽
所能地为环境教育做点事。”罗红柱说。
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
哪怕只是精神上的支持，对自己来说，
都是一份温暖和前行的动力。

罗红柱：“轴”是对情怀的坚守
本报记者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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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简单的人，把一生简

单到一年，把一年简单到一日，把

想做的事简单到每一刻。

这是一群快乐的人，把一生简

单到一事，眼里只有环保，容不得

河里的水被污染，只要看到环境好

转，心中就充满愉悦。

这是一群执着的人，散尽家财

浑不顾，老骥伏枥志不改，繁杂琐

碎不畏惧，从不因别人的眼光而踟

蹰，不知疲倦，从不退缩。

这是一群平凡的人，觉得自己

做的就是平常的小事，哪怕半夜三

更的发明，哪怕夏天巡演的酷暑，

哪怕挨家挨户的走访，似乎所有的

辛苦都微不足道。

他们的身上有很多共性：朴素

的环保情怀，执着的环保初心，笃

定的环保作为，创新的环保思想，

不懈的环保实践。而这些，恰是这

个时代最为宝贵的环保精神的体现。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

有先锋。这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的环保人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

们用行动守护家园，一个个平凡人

却做出不平凡的事迹。他们是一

群无愧于时代的环保英雄。

步态蹒跚，但精神头十
足，操着浓郁的杭州萧山口
音 ，眉 眼 间 总 是 笑 眯 眯 的 。
83 岁的徐传化是杭州人口
中 的 传 奇 。 作 为 传 化 集 团
创始人，他是改革开放之初

“敢喝头口水”的代表，是村
里第一个盖楼房、第一个买
汽车、第一个办工厂的人。

几年前，徐传化主动找
到浙江省环保部门，希望带
领旗下的“传化艺术团”，义
务送演出下乡，用艺术的形
式 向 乡 镇 居 民 宣 传 环 保 。
至今，他已在浙江、上海、安
徽、江苏作了 300 多场“五水
共治”宣传演出。

炽热深情献厚土

锵锵锵——
徐传化敲响开场锣，又

一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浙江省环境保护公益巡
演开始了。

“ 企 业 排 放 要 达 标 ，农
民 尽 少 用 农 药 。 人 人 都 当
主人翁，劣水才能一扫光。”

“五 水 共 治 ”政 策 被 编 写 成
韵律感十足的音乐快板。

村 民 们 兴 致 勃 勃 地 扶
老携幼前来，在杭州淳安县
大墅镇孙家畈村文化礼堂，
活 动 组 织 者 在 台 下 加 了 一
条又一条长凳，还是有观众
无处落脚，挤到了礼堂里的
乒乓球台上。

舞台上的徐传化，和台
下很多村民一样，和大自然
打了大半辈子亲密交道，既
仰 赖 它 的 馈 赠 ，又 和 它 的

“坏 脾 气 ”做 过 斗 争 。 他 还

记 得 年 轻 时 有 一 次 潮 水 刚
退，堤坝下的水滩里聚集了
成群的虾。他抓了一箩筐，
又脱下一条长裤，扎牢两只
裤 脚 ，装 了 满 满 的 虾 ，一 道
带回家。后来，徐传化那一
代人肩挑背扛出了萧山 50
万亩的围垦，用锄头铁锹挖
出了 500公里长的河渠。

所以，一看到河道水体
发 黑、鱼 虾 减 少 ，徐 传 化 心
里 就 着 急 。 他 对 青 山 绿 水
的理解很朴素：“环境好，才
能 健 康 长 寿 ，生 活 才 能 更
好。这个道理，要让大家都
知道。”

不服老的“台柱子”

徐 传 化 的 亲 友 们 都 晓
得，春节期间想找他吃个饭
可 不 容 易 。 他 常 常 领 着 艺
术 团 下 乡 演 到 腊 月 二 十 八
才回家，过了年，正月初三、
初 四 就 又 巡 演 去 了 。“因 为
过 年 村 里 人 多 ，宣 传 效 果
好。”徐传化笑着说。

他 可 谓 是 环 保 巡 演 的
“台柱子”，不仅要演奏琵琶、
唢呐、二胡和笛子，还要表演
口技和魔术。这些本领大多
是不服老、不服输的徐传化
退休后才开始学的。

徐传化 65 岁那年，萧山
演 出 管 理 站 组 织 的 文 艺 小
分队送戏下乡，正缺一名固
定 的 琵 琶 演 奏 者 。 急 欲 加
入 小 分 队 的 徐 传 化 当 即 决
定 拜 师 学 艺 ，补 上 这 个 缺 。
不 识 谱 ，但 是 有 灵 敏 的 耳
朵 ，他 就 用 笨 办 法 ，一 遍 遍
地听音乐磁带，记住曲调和
音高，再到乐器上摸索出这
个 音 。“家 里 的 磁 带 多 到 要
用扁担挑了。”徐传化说，有
时夜里睡不着，他就披衣而
起，抱着琵琶反复练习。

传化艺术团组建后，徐
传化下乡作环保巡演总有个
习惯，开场前半个多小时就
到场调试各种乐器，且演出
全程都坐在舞台侧边伴奏或
候场。炎炎夏日，孙家畈村
文化礼堂舞台下，8台吊扇呼
呼 吹 个 不 停 。 舞 台 灯 光 灼
热，年轻演员演一个节目都
热得直呼受不了，徐传化就
靠摇着折扇，在舞台边一坐
就是一个半小时。

总有人劝他，多注意身
体。徐传化便不服气，亮出
手臂秀肌肉，或是找两把椅
子，双手撑在椅背上，双腿悬
空，做个双杠支撑，让对方瞧
瞧自己的臂力。在他看来，

演出那点小苦头微不足道。

接地气的环保演出

下乡演出，徐传化惯常
带 的 行 李 箱 已 经 用 了 十 多
年。因为好用，他不打算换
新 的 。 可 这 位 保 持 着 勤 俭
作风的老人，每年却自筹资
金约 300 万元，维持传化艺
术团 30多人演出的运转。

2000 年，传化艺术团正
式 成 立 。 徐 传 化 把 他 创 先
争优的企业家精神，投入这
场“二 次 创 业 ”中 。 听 说 绍
兴 曲 艺 学 校 首 届 学 生 即 将
毕业，他迫不及待地赶往绍
兴招人。后来，擅长唱莲花
落 的 毕 业 生 进 入 艺 术 团 不
到一年，就频频获得省市曲
艺比赛大奖。

徐 传 化 还 专 门 请 来 省
内曲艺、舞台表演名家作顾
问 ，培 训 演 员、创 作 编 排 节
目。如浙江剿灭劣 V 类水主
题音乐舞蹈快板《一江好水
幸 福 长》，就 是 萧 山 区 文 化
馆 副 馆 长 蔡 海 滨 创 作 的 。
艺术团成立至今，已创作排
演了数百个不同节目。

即便有行家指点，徐传
化还是会经常琢磨，怎么提
升 宣 传 效 果 。 他 要 求 小 品
至少要准备两套方案，观众
自主选择想看哪个小品，艺
术 团 就 演 哪 个 。 今 年 六 五
环境日，艺术团在浙江嘉兴
的演出，还邀请了嘉兴本地
中小学生参与表演，并增设
问答互动环节，有趣又接地
气。

“只要他们找我去演出，
我就很高兴，说明他们接受
了我们的表演，达到了环保
宣传效果。”在他身上有一种
快乐的能力，充满热情和活
力，不知疲倦，从不退缩。

张源：垃圾分类使“牛劲”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