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床、洗漱、整理衣装，5 时 40 分，30 岁

的公交车驾驶员屈晓磊同往常一样，出门开

上自己的新能源车，直奔陕西省西安市航天

基地公交枢纽站。

公交场站里，停着他每天驾驶的网约公

交“捷巴士”。这辆巴士长 5.6 米，设 9 座，

“身型”小巧。与一般公交车不同，“捷巴士”

采取乘客手机预约、车辆“随叫随到”、路线

“私人定制”的运营模式。

仔细检查过车况后，屈晓磊驾驶巴士来

到自己负责的首发区域——神舟大道地铁

站旁。“叮咚！”7 时刚过，手机响起接单成功

提示音，不一会儿，地铁口走出两位乘客，径

直上了巴士。

“这几天降温，地铁、公交无缝对接，没

挨冻，真方便！”乘客刘娟裹得严实，“在地铁

上，我提前填写了预约信息，票价 3 元，一出

站，就看见公交车在候着了。”

西安航天基地东长安街以南区域属新建

设、新开发区域，入驻了不少产业园和大企业，

但城市固定公交线路尚未覆盖。2022 年 4
月，西安首个“捷巴士”试点服务区域在这里

落地。

屈晓磊介绍，在这片 13 平方公里的运

营区域内，目前共有 12 辆“捷巴士”、27 个站

点。“捷巴士”没有固定线路，根据乘客需求，

定站不定线。“乘客通过微信小程序输入乘

车点、目的地，平台就会自动分配给附近的

‘捷巴士’，匹配最优线路。不出 5 分钟，我

们就能赶过去。”屈晓磊说。

车窗外，天色渐亮。7 时 40 分，屈晓磊

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早高峰”时段。“在这

片区域，绝大部分乘客是上班族，早晚忙碌，

午间客流零散。”他曾算过一笔账：若配置固

定线路公交，这片区域大约需要 4 条线、近

百辆车。现在，仅需 12 辆“捷巴士”，即可

“有客接单启运，无客熄火等待”。

“灵活、实惠、便捷，最重要的是绿色低

碳。”屈晓磊说，得益于“地铁+捷巴士”的无缝

衔接，区域内居民驾驶私家车上下班的越来

越少，选择公共交通的越来越多，“我表哥就

是这样，以前基本是开车去公司，现在‘地铁+
捷巴士’，来回通勤时间反倒缩短 1个小时。”

如今，西安“捷巴士”服务区域持续拓展，

全市服务面积累计达 23.5 平方公里，涵盖 77
个产业园（写字楼）和 18 个住宅区，与 5 个地

铁站接驳，工作日每天运送乘客 2000余人次。

便捷的公交服务，不只“捷巴士”。西安

开通 20 条“社区巴士”线路，每天为沿途 243
个社区的上万名居民提供地铁站和社区间

的接驳服务；开通 218 条定制公交线路，累

计运送乘客 100 余万人次……

中 午 ，屈 晓 磊 完 成 早 班 任 务 ，下 班 回

家。“现在我每天上下班，往返通勤 50 公里，

全靠它。”屈晓磊走进停车场，指向自己的新

能源车，“一周充一次电就行，充电很方便，

90 分钟充满，只需 30 块钱。”

去 年 10 月 发 布 的 西 安 绿 色 出 行 指 数

2022 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底，西安市

新能源汽车拥有量达 25.98 万辆，公共充电

基础设施覆盖率达 94.7%。

“新能源汽车能耗低、噪声小、动力足，

驾驶感觉特别好。”屈晓磊说，绿色出行是大

趋势，现在不光是他，身边人的出行方式都

有大变化：以前出门首选开车的父亲，现在

每天买菜往往选择步行，绿色出行的同时，

活动了筋骨；母亲每天上班，在家门口坐“社

区巴士”，直达地铁口；女朋友周末约他骑共

享单车，徜徉在大街小巷……

点 滴“ 小 家 故 事 ”，汇 成“ 大 城 图 景 ”。

2023 年 9 月，交通运输部评选出 13 个城市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和绿色出行典型案例，西

安“探索公交多元化服务，打造高品质公交

服务体系”榜上有名。

目前，西安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 9 条地

铁线路，日均客运量 354.6 万人次，客流强度

居全国前列；主城区 8289 辆公交车全部更

换为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绿色公交车比率

达 100%。

“织密立体‘交通网’，城市绿色出行驶

上‘快车道’。”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

局长马胜利介绍，西安 15 分钟绿色交通

便民服务圈已基本形成，全市投入共

享 单 车 29 万 辆 、公 共 自 行 车 7.9 万

辆，日均骑行量达 70 万人次，实现慢

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无缝衔接，构建起

“地铁+公交+慢行”一体化公共交通

体系。

陕西省西安市基本形成15分钟绿色交通便民服务圈

“城市绿色出行驶上‘快车道’”
本报记者 高 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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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
新年贺词中指出，“低碳生活渐
成风尚”。

202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
出，“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
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
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

“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
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

近年来，许多地方积极开展
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出行
等创建行动，培育弘扬生态文
化，广泛动员社会公众身体力
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在家实
行垃圾分类、出行乘坐公共交
通、购物使用自备布袋……越来

越多的人坚持从自身做起、从
身边小事做起，积极传播、践行
绿色低碳理念，低碳生活渐成
风尚。

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覆盖率逾九成，共享单车日均
订单量达 2800 余万单，使用可

循环包装的邮件快件超 10 亿
件……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给居民带来哪些改变？怎样
把绿色低碳理念“种”进更多
人心里？近日，记者走进江苏
省常州市、福建省南平市、陕
西省西安市，采撷群众身边的
低碳生活故事，感受澎湃的绿
色活力。

■人民眼人民眼··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R

记者走进江苏常州、福建南平、陕西西安，采撷群众身边的低碳生活故事

低碳生活渐成风尚

划臂、蹬腿、换气、转身……在泳池内畅

游了 10 个来回，柳桂娣这才上了岸。

柳桂娣是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水东街

道南铝社区居民。前段时间，当地平均气温

约 10 摄氏度，泳池里的水冷不冷？“不冷，这

里的水四季恒温。”柳桂娣说。

记者伸手入水，果真温度适宜。但绕馆

一圈，并未发现锅炉、热泵、电加热器等加热

设备，这是怎么回事？柳桂娣指了指屋顶

说：“答案在上面。”

抬头，束束阳光正从镂空设计的游泳馆

顶棚射进来，耀眼而温暖。“阳光照暖了馆内

空间，也照热了屋顶上一块块太阳能集热

板。”游泳馆设计方负责人刘用坤介绍，依托

集热系统，光能转化为热能，无需额外耗电，

就能让泳池水温在全年超 2/3 的时间里恒

定于 26 至 28 摄氏度，“镂空的顶棚，还保证

了馆内采光，白天基本不用开灯。”

光照不足的日子怎么办？刘用坤说，南

铝社区辖区内有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游泳馆利用公司生产车间的废气余

热，通过管道给泳池加温。

这 天 ，游 泳 馆 里 的 人 不 少 ，水 却 很 清

澈。距离泳池不远，游泳馆专用设备间里，

一套净水设备正在过滤水中杂质。“传统泳

池换水，需要排干后再加水。有了这台设

备，泳池水 24 小时不间断循环，不用换水，

池水常清。”刘用坤说，按照传统泳池一周一

换水的标准，这个 2000 多立方米的泳池，每

周可节水 2000 吨以上。

作为游泳爱好者，柳桂娣打卡过不少游泳

馆。在她眼里，家门口这座游泳馆还蕴藏着许

多巧思，“风扇基本不开，却也不闷。”原来，在游

泳馆顶部，均匀分布着 60台无动力风机，随风

转动。“只要有风，就能自然换气。”刘用坤说。

小小游泳馆，处处体现绿色低碳，它只

是南铝社区创建绿色社区的一个缩影。

2021 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

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深入开展

绿色社区创建行动”。2023 年 7 月，住房城

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印发《绿色社区创建行

动优秀案例摘编》，南铝社区入选。

走出游泳馆，常绿的行道树一路相伴，一

些老人坐在长椅上，悠闲地晒着太阳。彩色

步道上，不少居民或快走或慢跑，正在锻炼。

“社区变化太大了。”柳桂娣在南铝社区

生活了 20 多年，曾深受环境困扰，“以前道路

比较脏乱，一到下雨天污水横流，压根不敢穿

白色鞋子。”建于上世纪 50年代的南铝社区年

久失修、亟待更新。2021年 12月，延平区开展

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要求融入绿色理念，打

造一批绿色社区，南铝社区被列入首批试点。

“一下雨就积水，这个问题要解决。”“社

区老人小孩多，能不能增加一些歇脚的场

所？”“老年人腿脚不好，路面能不能做成可

以保护膝盖的步道？”……按照延平区“在

老旧小区改造中多听群众心声”的工作要

求，南铝社区从征集居民“微心愿”开始，立

足居民需求，融合绿色理念，先后投入 3300
万元用于绿色社区建设。

眼前的彩色步道与传统塑胶跑道不同，

用的是透水混凝土。“既是休闲步道，也是节

水通道。”南铝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

晓妹介绍，改造后的路面，不仅不会积水，渗

到地下的水还可进行二次利用。

路上，凉亭、长椅让居民有了歇脚的地

方。“远看像是木材制成，实际是铝制品。”柳

桂娣在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多年，对

这一材料很熟悉。铝材料经久耐用、不易腐

蚀，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回收铝原料

为社区制作了公共设施，“既环保，又美观，

风吹日晒都不坏。”柳桂娣说。

随着绿色社区的打造，柳桂娣和邻居们

的生活理念也有了变化。“以前大家对低碳

生活没多少概念，如今发现就在举手投足

间。”柳桂娣说，现在居民们会将干湿垃圾分

类处置，还积极参加清洁家园等志愿活动。

绿色社区建设仍在持续推进。社区停

车场内，一排排崭新的充电桩即将投入使

用。“以后充电方便了，等下次换车，我也买

辆新能源的！”柳桂娣说。

“丰富低碳惠民新场景，让群众乐享家

门口的绿色空间。”延平区委书记黄桂诚说，

将以南铝社区等为试点，推进更多绿色社区

建设，让绿色成为社区的亮丽底色。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绿色空间

“丰富低碳惠民新场景”
本报记者 王崟欣

一张长条桌上，依次摆放着一袋橘子皮、

一包红糖、一个大塑料瓶和一台电子秤，一名

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人站在桌前。在江

苏常州经开区戚墅堰街道东方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居民刘穷推广环保酵素制作方法的公

益讲座再次开讲，吸引 10多名街坊前来参加。

这样的讲座，刘穷和老伴已坚持了 10
年。2021年，他们家被评为江苏省绿色家庭。

“餐厨垃圾是家庭垃圾的主要来源，处

理得当能变废为宝，实现垃圾减量。”70 岁

的刘穷声音洪亮。说话间，她招呼邻居一起

动手，把橘子皮撕成小块，随后依次上秤，按

照 1∶3∶10 的比例，将红糖、橘子皮、水倒入

塑料瓶内搅拌，再拧紧瓶盖。“发酵 3 个月

后，过滤出来的汁液就是环保酵素，可以去

除油污，用做清洁剂等。”刘穷说。

讲座最后，刘穷把记录着环保酵素配方

的小册子分发给听众，又请街坊们用从家里带

来的废旧塑料瓶兑换自己已制作好的酵素。

“环保酵素取材方便，没有化学添加，对

环境友好。涂上酵素的碗筷用清水过一遍

就行，能省下不少冲洗用水。”刘穷鼓励大伙

儿积极尝试。

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回家路上，刘穷拐

进一家水果店。店主看见刘穷，没等开口便

径直起身取了一包水果皮递过来，“有些顾

客要求店里削果皮，刘穷经常过来拿果皮，

我就帮她留着。”

走进刘穷家里，瓶瓶罐罐格外多，分门

别类、井井有条地摆放在各个角落。她告诉

记者，这些空瓶大都是从邻居家或店铺里

“捡”来的，用来制作和盛放环保酵素。

正是午饭时间，刘穷和老伴一起动手准

备饭菜。择下的烂菜叶，切下的老菜帮，连同

水果皮等，被暂放在一旁的袋子里，聚少成

多即可制作环保酵素；鸡蛋壳、鸡骨头等，则

收进一个绿色堆肥桶里，撒上少许益生菌

粉，沤制堆肥。堆肥桶下方有个龙头，“发酵

约一个月后，等白色菌丝长出时，残渣就是天

然的‘营养土’；打开龙头，流出来的液体经过

稀释，就成了浇灌植物的‘营养液’。”刘穷说。

在刘穷家，泡沫箱经过改装，放在阳台上

用来种菜、种花；旧棉絮塞进旧衣服里，缝成了

沙发靠垫；旧裤子改一改，制成了鞋套……“这

样的生活不仅健康还充满创意。”刘穷说。

“以‘小家’带‘大家’，做绿色生活的带

头人。”刘穷说，2014 年 3 月，东方社区工作

人员找上门来，希望她将环保理念推广到更

多家庭。社区不仅腾出一间屋子给她做“酵

素工坊”，用于展示和教授邻居们制作环保

酵素及堆肥，还帮她申报了市妇联的公益创

投项目，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当年起，社区

邀请刘穷每月开展一次交流互动，给街坊们

分享经验心得，并举办多场环保活动，带动

居民将垃圾变资源。

过去 10 年，刘穷夫妇开展环保讲座逾

360 场，参与人数超过 2 万人次，足迹行至南

京、无锡、苏州等城市。

“受刘穷一家低碳生活的启发，我把牛

奶盒、鞋盒制作成收纳箱，用来存放儿子的

玩具；新衣服上的标签，我带着儿子一起做

成 绘 本 书 签 ，既 减 量 了 垃 圾 ，也 装 点 了 生

活。”东方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徐洁告诉记者，

近年来，社区居民年均利用餐厨垃圾 750 余

公斤，加工成酵素和堆肥 2500 余公斤，应用

到家庭阳台绿化、社区绿地养护等方面。在

刘穷的带动下，11 户家庭因环保事迹突出，

分别获评街道、区、市级“最美家庭”称号，1
户被评为区级“五好文明家庭”。

江苏省妇联主席朱劲松介绍，从 2012 年

至今，江苏省、市、县三级妇联共组织开展“绿

色家庭”类创建评选 652 次，目前全省六成以

上城乡家庭初步达到绿色家庭创建要求。

江苏省六成以上城乡家庭初步达到绿色家庭创建要求

“生活不仅健康还充满创意”
本报记者 姚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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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巴士”。”。

西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供图供图

图图②②：：江苏常州经开区戚墅堰街道东方社区江苏常州经开区戚墅堰街道东方社区

居民刘穷居民刘穷（（右二右二））教街坊们制作环保酵素教街坊们制作环保酵素。。

褚德凯褚德凯摄摄

图图③③：：居民在福建南平南铝社区游泳馆游泳居民在福建南平南铝社区游泳馆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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