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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前，我发现绥化市绥棱县的地下水位
在逐年下降。我的父亲是水利工作者，我当时也
是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我感觉，我有责任去宣传
环保和节水。

1996 年开始，我和爱人卖掉自家养殖场和家
产，从老家绥棱出发，自费走遍全国 20 多个省
份，一边走一边打工赚钱，再把赚到的钱用来宣
传节水。期间吃最便宜的饭菜，住最便宜的旅
店，坐最便宜的交通工具，甚至骑自行车跨省。
在城市的火车站、广场、社区，我头戴写有“节
水”字样的贝雷帽、挎着印有节水标语的绶带，
介绍节水小知识，派发节水宣传单，一站就是一
天，讲起来就没完。不少亲友说我是“傻子”，但
我认为，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而且，节水
好习惯就在身边：比如淘米水浇花、轻开水龙
头、刷牙用口杯……

2006 年，我在绥化市注册成立了绥化市节水
协会。每年世界环境日前后，我都会带领志愿者
团队回到家乡绥棱，驻扎在公园、市场等人多繁华
地段，走访理发店、宾馆、饭店等用水较多场所，
还受邀走进社区、大中小学、幼儿园等青少年较多
的地方，开展节水知识宣传，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

如今，志愿者队伍已从1996年的我们两口子，
发展到上千人，间接吸引公益志愿者1万余人参与
节水环保行动。在绥棱县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组织
志愿者举行“给母亲河洗脸”活动，组织100多台
车和上百号人，在大小河道清理垃圾。我们还带领
志愿者栽植5000多棵树苗，蓄水保湿。

近年来，绥棱县地下水位下降的趋势得到遏
制，我十分振奋！未来，我将继续从身边做起，
持 续 带 动 一 代 代 人 养 成 节 水 环 保 的 好 习 惯 。

本报记者 张艺开采访整理

彩礼和嫁妆是以前我们村绕不开的话题。有时
候，还会因为金额问题产生矛盾与分歧。现在，设
立红白理事会后，村里办喜事有了一套统一的操作
流程，不再需要彩礼和嫁妆，婚后小两口一同赡养
双方的父母，经济上为大家减轻了不小压力，家庭
氛围也更和睦了。

2022年 2月，恭城瑶族自治县在平安镇北洞源
村进行红白理事会的试点。紧接着，我们村也加入其
中。现在，全县117个行政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

由村红白理事会统一建立红白事操作服务规则
和婚丧喜庆事宜村规民约。在操办流程、标准规
范和文明礼俗等方面进行细化规定。以彩礼为
例，村红白理事会依据县里 《开展高价彩礼、大
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对彩礼进行限高，大力推行“低彩
礼”“零彩礼”。

同时，村红白理事会持续完善组织架构，明确

责任分工。及时调整红白理事会内部成员，完善
《红白理事会章程》，落实婚丧喜庆事宜报备制度，
确保有人管事、按章理事、规范办事。

不仅要推广节俭的新风尚，“文明”也是我们
村办喜事的一个关键词。以前，村民们会选择“闹
婚”的方式活跃现场气氛。但当“闹婚”演变成

“婚闹”，就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不愉快。于
是，村红白理事会与县民政局以及相关执法部门联
合开展普法宣传，向恶俗婚闹亮剑。现在，在村里
穿成乞丐模样、用板车拉着新娘在街上吆喝等“婚
闹”习俗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热闹又文明的
中、西式婚礼场景。陈规陋习慢慢消除，文明新风
逐步树立，大家纷纷拍手称快。

未来，我们将依托村红白理事会，持续整治天
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
让节俭文明的婚礼新俗更加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郑 壹采访整理

我是一名建筑施工技术人员，2013 年从西北
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天津分公
司工作。10年来，我参与设计、建造的建筑楼体
已有7个。

建筑施工行业的浪费现象曾是社会广泛关注
的话题，出于各种原因，工地材料浪费、建筑楼
体损害当地生态环境等事件曾屡有发生。如何避
免这些问题？这些年，我们改进生产流程，加强
施工管理，极大减少了材料浪费。

“斯 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
入行 10 年，唐代名臣魏征的这句话时刻影响着
我——只有从源头进行治理，让绿色节约的理念
融入建筑施工的每个环节，才能建造出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建筑。让我自豪的是，近年来，从土地
生态资源维护、水资源保护，到建筑节能环保、
扬尘噪音控制等环节，我们的工程都在竭尽全
力改进，“绿色”“节约”正在渗透到施工的每
一个细节。

就拿我现在参建的南开大学交叉学科中心项
目来说，我们设计了一体化绿色节约施工管理体
系，集约化绿色建造理念贯穿施工全过程：在施
工现场，我们设置 PM2.5 扬尘监测仪、噪音监测
仪、智慧大屏、APP 遥控喷淋等，实时监测施工
现场环保数据。

从建筑施工，到运输车辆的降尘冲洗，工地
上的用水少不了。为此，在做止水帷幕、降水
时，我们安装了智能水表计数，最大限度减少地
下水抽取，对于抽取的地下水专门存放，用于降
尘洒水、冲洗用水等。

土方外运期间，我们严格做好车辆苫盖，所
有运输车辆、机械设备车辆装卸过程中雾炮车全
程喷洒降尘，高排放、高污染运输车辆100%全覆
盖布控，最大化保护施工过程的生态环境。根据
我们的估算，一整套新流程下来，我们项目可以
节约城市用水6000余立方米。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将绿色、节约的理念
传递给每一个施工参与者，引导和培养新型建筑
产业化工人，不遗余力推进绿色建造和智能建筑
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李家鼎采访整理

今年 3 月 10 日，我又一次被评为学校的“食
佳少年”，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都归功于我养成
的“光盘”好习惯。

我们学校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小学二年级以上
的学生去食堂吃饭。食堂饭菜非常丰盛，还有我爱
吃的卤肉饭。

首 次 堂 食 前 ， 老 师 教 育 我 们 “ 谁 知 盘 中
餐，粒粒皆辛苦”，要珍惜粮食。

可当我和小伙伴们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可口饭
菜，便把老师的话抛到脑后。我自己就盛了满满
一盘，结果浪费了一半。老师看到后语重心长地
说：“取餐要适量，吃多少盛多少。”

为此，老师还带我们看了泔水桶，里面满满三
大桶剩饭剩菜！我吃了一惊，于是暗下决心，以后
取餐要适量，每顿都要“光盘”。

其实，节约粮食可能是一个人最容易养成的
习惯，每次只要少打点饭就行，不够加一点。而
每次吃得干净了，拿出“光盘”向小伙伴们展

示，还能收获成就感。
眼睛盯着饭菜，心里盘算食量，我也发现了

“奥妙”。
在减少浪费上，食堂的叔叔阿姨们也花了不

少心思！以前，馒头、包子、花卷都是大个的，
低年级或饭量小的同学常常吃不完。后来，这些
主食变成了“有大有小”。

这学期，为激励我们争做节约好少年，学校
还在小学生中开展了“食佳少年”评选活动，根
据文明节俭表现，每周选出30名学生进行奖励。

第一次评选，我就成功入选。不仅有颁奖仪
式，还给发了奖品——一张饭卡，可以免费在食
堂就餐一次。颁奖结束，食堂大屏幕上开始滚动
播放我们的合影，全校师生都能看到，这满满的
仪式感让我觉得特别自豪。

从那以后，我们吃饭相互监督，比着“光
盘”。渐渐地，“光盘”成了大家的习惯。

本报记者 张腾扬整理

不比阔气比公益
■ 陈碧英 福建泉州 界山镇东张村村民

“绿色”“节约”施工
■ 聂 辉 天津 工程师

养成“光盘”好习惯
■ 张凯茵 河北保定 新秀学校学生

唤醒人们节水意识
■ 戴北春 黑龙江绥化 绥化市节水协会创始人

唤醒人们节水意识
■ 戴北春 黑龙江绥化 绥化市节水协会创始人

多亏了村里移风易俗，为我们这个小家庭减
轻了不小的负担。

前年筹备婚礼时，着实让我发了愁。按照村
里以往的习俗，要是家里办喜事，村里的每家每
户都要邀请到，邻里间喜欢互相比较，就看谁家
办得热闹、请的人多，有些多的能请上百桌。我
们粗粗一算，办一场婚礼怎么着也要摆上 60 桌。
说实话，那时候家里刚盖了新房，经济负担不
小，但不请又抹不开面子。怎么办？我和丈夫陷
入了两难。

好在这几年村里一直在积极开展移风易俗。
为了刹住大操大办的风气，村里吸纳村民意见，
经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后，以村规民约的形式鼓励
大家节俭办事，倡导文明新风。大家的想法渐渐
从“不大操大办就是没面子”变成了“他们家节
俭，我们也不能太高调”。我和丈夫商量，把婚礼
桌数简化到20桌左右，省下了20多万元，大大减
轻了经济压力。

除了提倡勤俭节约，村里还鼓励大家把大
操大办的钱省下来，支持公益事业。现在，每
年重阳节前，大家都会积极捐资为村中的老人
举 办 百 寿 宴 ， 并 为 老 人 送 米 送 油 、 发 放 慰 问
金。我们家也积极参与捐款，虽然数量不多，
但 也 是 在 做 一 些 实 实 在 在 的 好 事 。 在 此 过 程
中，村里不仅会公示捐款和资金使用明细，还
会为执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和积极参与公益
事业的家庭颁发“五好文明家庭”“孝亲家庭”

“最美家庭”等荣誉，并在村里的移风易俗长廊
上对获奖村民进行表彰，我家门口也挂上了不
少荣誉牌！

去年底，村里的孝德文化广场建成了，大家
又多了个举办各项文化活动的场地，平时休闲聊
天也多了个新去处。在广场建设过程中，村民们
也是争相捐资，一共募集到了 80多万元，我也尽
了一份自己的小小力量，捐了 2000 元。从比阔
气，到比公益，村里确实有了大变化。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力所能及地参与村里的
公益事业，同时，也希望移风易俗能够更加深
入，让习惯更文明，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施 钰采访整理

设立理事会 推行“低彩礼”
■ 李 云 广西桂林 三江乡栗田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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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节俭，从我做起

陈碧英陈碧英

张凯茵 张 洁摄 戴北春

聂 辉

李 云 梁 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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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建筑公司，成了一名建
筑女工。两年多来，我到过不少工地，对工地上
的一些浪费“积弊”屡有见闻，其中最不能忍受
的就是食堂饭菜浪费。

我们施工单位都是管吃管住，记得有一次去
一个兄弟单位的工程项目，中午吃饭时发现，到
午餐结束，自助饭菜还剩下很多，一些菜品甚至
只被取走了不到1/3。听食堂工作人员说，剩菜剩
饭要被倒入泔水池，我心里很难受。

去年12月，我来到世界气象中心（北京）粤港澳
大湾区分中心工程项目工作，主管后勤工作。因为
工期紧、任务重，这个项目参建人数达到 350多人，
如何减少食物浪费，成了降本增效的“硬需求”。

为此，我在项目部成立了“伙委会”，将各个部门
的负责人都拉了进来。“伙委会”不仅要对饭菜质量
负责，还要实时监督食堂浪费情况，将结果反馈给食
堂师傅。此外，每季度召开项目部全员大会，开展厉

行节约宣讲，并对浪费饭菜的同事予以通报批评。
效果立竿见影。现在，项目部基本做到“餐

厅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房不多做”。为了让大
家更好地感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们还请
食堂师傅在食堂旁边的荒地上开辟了“工地菜
园”，组织员工们利用业余时间清理碎石、杂草，
种上了香菜、辣椒、紫苏等蔬菜。看着菜苗一天
天长大，再经过食堂师傅们的精心烹饪，变成一
盘盘新鲜可口的菜肴端上餐桌，大家更加珍惜这
些辛苦得来的饭菜。

此外，在工地食堂里，我们还制作了多个宣传海
报，将一条条有关节约粮食的标语印在餐桌上，让大
家在就餐时低头抬头都能看到，提醒大家节约。

现在，我们正在组织评选工地“勤俭之星”，
对那些勤俭意识强的工友们发放日用品大礼包作
为奖励，引导大家养成厉行节约的文明习惯。

本报记者 程远州采访整理

餐厅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房不多做
■ 韩晓露 广东广州 世界气象中心（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分中心项目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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