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 收 旧 衣 、光 盘 行 动 、垃 圾 分 类 、绿 色 骑 行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绿色、低

碳、环保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绿色生活不断呈

现新亮点。

科技的发展、相关设施的完善，让绿色生活

变得更便利、更易实现，人们能比较舒适、方便地

践行绿色理念。以前想捐出旧衣物需要自己寻

找代收点，现在只需要在线上下单，就能享受上

门取件服务。以前想坚持绿色骑行，却要跟机动

车抢道，甚至根本无路可骑，现在越来越多的城

市重视骑行道的建设，道路设置、配套设施日益

规范周到。以前想为地球添一点绿，却不知道如

何着手，现在只要在线上操作，通过云植树、云认

养、积攒绿色能量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家就能

履行植树义务。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拥有了这些便利，就忽视

绿色习惯的养成。科技进步、设施完善，能帮助人

们把环保理念付诸行动，却替代不了理念和意识

本身。绿色生活，贵在主动，成在持续。很多时

候，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践行绿色理念，但

从“知道”到“想到”，从“想到”到“做到”，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即便有了线上回收旧衣物的小程序，

事先收拾好旧衣物、分好类，依然是回收的第一

步；冲水马桶早已进入千家万户，智能马桶可以自

动冲水，但把洗手洗菜用过的水收集起来冲马桶，

依然是循环利用的良方。

我们看到，“十三五”时期，我国污染防治力

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然而生态环保仍然

任重道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 谐 共 生 ，并 明 确 提 出“ 开 展 绿 色 生 活 创 建 活

动”。从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到持续改善环

境质量，从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到全面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都离不开广大公众踊跃践

行 绿 色 生 活 方 式 。 要 在 持 续 不 断 推 动 技 术 创

新、完善配套设施的基础上，通过宣传教育、制

度保障和有力监督等方式，强化全社会的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使衣食住行中的“绿

色”，成为每个人自觉的选择和坚守。

让绿色生活
蔚然成风

亦 家

福建省厦门市民赖婷思家住

湖里区云顶北路附近，工作地点在

向南 3 公里的蔡塘。这段上班路

不远不近，通勤问题曾让她苦恼。

“步行，往返 6 公里的路程时

间太长；开车，早晚高峰遇上堵车，

3 公里路程要半个多小时，公司附

近 的 停 车 费 也 是 一 笔 不 小 的 开

支。”赖婷思说，她多数时候坐公交

出行，但上下班的时候，公交车内

十分拥挤，公交车的乘坐时间也不

好把握。

从去年起，赖婷思发现了一个

新选择——从家门口的厦门市行

政服务中心站出发，沿云顶高架自

行车道骑车 2.7 公里到蔡塘站。“一

开始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

到骑下来方便又快捷。”赖婷思说，

专用的自行车道架设在空中，全程

没有红绿灯，也没有机动车干扰，

从家到公司只需要短短十几分钟。

赖婷思享受到的便捷，来自厦

门建设的全国首条、世界最长的空

中自行车道。“空中自行车道全长

约 7.6 公里，车道采用钢箱梁结构，

主要沿厦门快速公交（BRT）两侧

布置，悬挑于 BRT 中段位置。”厦

门市政集团公司下属市政开发公

司技术负责人肖志标介绍。

记者跟随赖婷思一起体验了

空中自行车道。入口闸机采用多

重传感监测，对自行车、电动车和

摩托车进行快速通过式检测识别，

保 障 自 行 车 在 专 用 道 快 速 通 行 。

同时，车道全线设置出入口 11 处，

除了与 BRT 接驳，还与 11 个普通

公交站点及 2 个地铁站点接驳，方

便骑行者随时换乘。

赖婷思觉得，骑行一年多，自

己收获不少，“一开始只是为了上

下班通勤方便，后来发现这也是一

种很好的锻炼方式，一举两得。”她

说，如今自行车道越来越多，自己

对骑行的兴趣越来越浓，现在除了

通 勤 ，闲 暇 时 也 骑 行 游 览 厦 门

各地。

近年来，厦门下大气力加强自

行车道交通系统建设。“结合厦门

岛的自然特征、交通出行特征、路

网 布 局 特 征 等 因 素 ，厦 门 打 造 了

‘一环三区三轴’的自行车道交通

系统。”肖志标表示。

“自行车道建设，目的在于满

足厦门市民对于绿色低碳出行等

的需求。”肖志标说，厦门包括自行

车道在内的绿色慢行系统，从无到

有、从有到好，正在不断精细化。相

关部门将通过理念创新和技术创

新，提供更完善的城市交通资源，为

绿色低碳出行创造更好条件。

空中骑行 通勤出游低碳便捷
本报记者 钟自炜

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

三村早在 2011 年就开始开展垃圾

分 类 ，是 上 海 首 批 低 碳 示 范 社 区

之一。

71 岁的陈文娟是小区 35 号楼

的楼组长，她家里常备着两个垃圾

桶，一个放在水池旁盛湿垃圾，一

个放在客厅里放干垃圾。同时，陈

阿姨还备了个大瓶子，专门存旧电

池、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

每天早上 7 点多，陈阿姨就会

拎着垃圾袋出门，用智能卡在垃圾

箱房感应器上照一照，然后将垃圾

分门别类投入相应的垃圾桶。随

后，登录手机 APP“上海绿色账户”

打卡积分，这些积分攒几个月就能

换点米面油。陈阿姨说：“垃圾分

类关系着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是

举手之劳，养成习惯一点不难。”

楼里来了新住户，陈阿姨会登

门提醒他们去居委会领分类垃圾

桶，并详细告知小区垃圾分类的规

定 。 每 周 四 是 社 区 的“ 清 洁 家 园

日”，陈阿姨和志愿者分成三路，在

小区各个角落巡查，清拣乱扔的垃

圾。巡查慢慢变成了老邻居间的

社交活动，“因为乱扔垃圾的越来

越少了。”陈阿姨说。

去年，35 号楼被评为小区“垃

圾减量优秀楼道”，陈阿姨把奖状

端端正正贴在楼道显眼处，“这是

对大家努力的肯定。”

陈阿姨还参加了社区志愿者

团队。梅陇三村党总支书记陈新

垠介绍，10 年前，居委会推动成立

了这个志愿者团队，发动社区居民

将分拣出的废弃物，加工成一些生

活用品。

陈 新 垠 说 ，志 愿 者 活 动 让 小

区 居 民 的 生 活 更 绿 色 、环 保 ，也

增 添 了 居 民 对 社 区 的 认 同 感 、向

心力。

宋前法在梅陇三村做了 10 多

年环卫工作，对小区环境卫生变化

再了解不过，“15 年前，小区路面坑

坑洼洼，到处都是垃圾。我们 6 个

人，每天早上 4 点出来扫地，要扫

到上午 10 点左右。”现在，小区配

备了先进垃圾处理设施，湿垃圾不

出小区就地处理。“垃圾变少了，环

境也更美了。”宋前法说。

上海从 2019 年 7 月开始推行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上海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0 年，上海居住区、单位垃圾

分类达标率均达到 95%，分类实效

明显提升。可回收物回收量平均

每天达 6375 吨，同比增长 57.5%；

有害垃圾收运量每天达 2.57 吨，同

比增长 3 倍多；湿垃圾收运量每天

达 9504 吨，同比增长 27.5%；干垃

圾处置量每天为 1.42 万吨，同比减

少 20%。

垃圾分类 变废为宝环境更好
本报记者 田 泓

周末一大早，家住北京市朝阳区

南湖东园的刘静妍，就收拾出一大包

旧衣服放到门口。邻居看见了，问

她是准备扔了吗？刘静妍笑着摇摇

头：“不是，我联系了一家旧衣回收

的机构，他们一会儿上门来取。”

现在，旧衣回收有了新途径，

人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提交申请，

邮递出去或者回收机构上门收取，

绿色行动变得愈发方便高效。

同心互惠是北京一家旧衣回

收企业，总经理董智敏表示，现在

公司有线上线下两种回收渠道，线

下会定期去北京的部分小区、企业

和机构的代收点集中回收；线上有

微信小程序等，可以实现全国 26
个省的邮寄回收。

“线上渠道操作方便，也能覆盖

更广的范围。”董智敏说。不过，在

董智敏看来，线下的旧衣回收点和

科普活动依然很重要，能让大家更

清楚地了解旧衣物是如何处理的。

“我们做旧衣回收多年了，得

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不过不少人并

不了解旧衣物的处理流程。”董智

敏说，旧衣回收在前端的捐赠环节

后，还有后端分拣、消毒和精准捐

赠等一系列环节。

“我们收到的旧衣物分拣、消

毒后，一部分流向线下和线上的公

益商店，让有需要的人 10 块钱就能

买到牛仔裤，30 块钱就能买到羽绒

服；另一部分通过企业和公益组织，

捐赠到贫困山区。”董智敏说，“我们

会提前了解受捐者的身高、体重等

信息，精准匹配，免得送到人家手里

的衣物不合适，造成资源浪费的同

时，也成为受捐者的负担。”

董智敏表示，那些不符合需求

的旧衣物，也不会被丢弃，“我们会

送到专业的回收工厂，制作成拖把

或 再 生 棉 等 ，实 现 循 环 利 用 。 未

来，我们会让后端环节更加透明，

争取让捐衣服的公众能直接看到

旧衣的去向，让大家捐得更放心。”

如今，旧衣服的处理方式越来

越环保，送来新衣服的快递也越来

越绿色。注重环保的刘静妍在网

购时欣喜地发现，快递包装越来越

精简了，“以前一件小东西里三层

外 三 层 ，光 胶 带 就 有 厚 厚 的 好 几

圈。这两年感到胶带、塑料袋等包

装在减少。去年‘双 11’我网购的

衣服，包装都很精简。其中一个订

单把 3 件衣服放在一个包装袋里，

叠得规整，还附了一张小卡片解释

包装减量的原因。”

2020 年 底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转

发国家发改委等 8 部门《关于加快

推 进 快 递 包 装 绿 色 转 型 的 意

见》。“未来我们的衣食住行游，都

会越来越绿色、低碳、环保。”刘静

妍满怀期待。

回收利用 旧衣物有了新用途
赵贝佳

“为了引导消费者文明用餐、

节约粮食，减少‘舌尖上的浪费’，

我 们 用 各 种 方 法 宣 传‘ 光 盘 行

动’。”在河南郑州经营着两家餐厅

的王烁说。

“我们在研究菜品时就会考虑

这道菜大概是几人份，给菜单配上

菜品图片，让顾客能够直观看到分

量。”王烁表示。

除 了 在 菜 量 、菜 品 上 进 行 设

计，餐厅还会让服务员提示客人适

量点餐；当客人结账时，如果有没

吃完的饭菜，提醒客人打包带走，

餐厅里提供的打包盒只象征性收

取很少的费用。这对餐厅来说并

没有增加负担，反而会带来不少好

处。“在坚持节约粮食的原则下，把

菜品和服务做到位，消费者吃得舒

心，我们就能积累口碑和客源。”王

烁说。

在餐饮行业，避免粮食浪费渐

成风气。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

介绍，去年 8 月，中国饭店协会与

中国商业联合会等联名发布倡议

书 ，鼓 励 餐 厅 提 示 消 费 者 适 量 点

菜、提供小份菜，建议顾客打包带

走剩菜。

“ 供 给 侧 ”在 调 整 ，“ 需 求 侧 ”

也在改变。作为餐饮从业者的王

烁 感 到 ，很 多 消 费 者 不 再 以 菜 品

丰盛、吃不完为荣，而是越来越注

重节约。“以前很多人跟亲朋好友

一起出去吃饭，想着图热闹、有面

子 ，总 要 多 点 几 个 菜 。 但 现 在 大

家 更 懂 得 粮 食 的 可 贵 ，聚 餐 时 会

自 觉 地 控 制 菜 量 ，宁 愿 吃 着 不 够

后 再 加 菜 ，也 不 铺 张 浪 费 。”王

烁说。

避免食品浪费，还将有更完备

的法律法规“保驾护航”。前不久，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反 食 品 浪 费 法

（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治理食品浪费的行

为将实现有法可依。反食品浪费

法（草案）提出，餐饮服务提供者应

当 采 取 措 施 ，防 止 和 减 少 食 品 浪

费，包括建立健全食品采购、储存、

加工管理制度，加强服务人员职业

培训，将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纳入

培训内容；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

食品浪费提示提醒，在醒目位置张

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或者

由服务人员提示说明，引导消费者

按需适量点餐，等等。

韩 明 表 示 ，中 国 饭 店 协 会 在

商 务 部 指 导 下 ，正 在 起 草 新 的 绿

色 餐 饮 国 家 标 准 ，将 围 绕 餐 饮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各 个 环 节 ，对 餐 饮 企

业 承 担 主 体 责 任 、制 止 食 物 浪 费

提 出 要 求 ，“未 来 ，餐 饮 消 费 各 环

节 中 的 每 一 方 都 应 承 担 自 身 责

任，避免食品浪费。”

节约粮食“舌尖上的浪费”少了
赵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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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焦点R ■生态论苑R

从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到持续改善环境质
量，从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到全面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都离不开广
大公众踊跃践行绿色生活
方式

绿色生活，我们能做些什么？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

色。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中国，我们可以做的

事情有很多。

比如，使用布袋购物，并循环使用；拒绝使用

一次性木筷，尽量少用一次性物品；尽量节约利用

水，淘米、洗菜的水可以浇花，洗脸、洗衣的水可以

冲厕所；认真做好垃圾分类；出行尽量步行、骑单

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关心环保，从现在做起，支持环保，从小事做

起。倡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让我们一起行

动起来！

■链接R

图①：河北省秦皇岛市建新里社区，社区工作

人员在布袋上绘制低碳环保主题的图案，倡导

绿色生活。 曹建雄摄

图②：贵州省丹寨县第三幼儿园，小朋友在学

习垃圾分类投放。 黄晓海摄（新华社发）

图③：江苏省灌云县杨集镇，骑行爱好者在田

间骑行。 吴正祥摄

图④：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城区，山水相拥，

水清岸绿。 周汉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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