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5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张赤奎 电话：87138725 邮箱：zck1980@126.com06 大家说吧

永康是“中国门都”，企业年产

1000 万樘防火门的背后，是每天都要

产生百余吨芯板废料。这些废料哪里

去？我市门企大力转变资源利用方

式，将边角料、废料变废为宝，形成了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工业链，打

开绿色大门。（详见本报 25 日 3 版相

关报道）

这扇打开的绿色大门，是永康发

展的希望之门。与发达国家面临的经

济增长复苏乏力不同，中国经济发展

面临的主要压力是不可再生资源供给

不足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可以说，

循环经济模式是人类可持续生存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模式。永康门业

变废为宝的做法，是绿色发展的生动

样本。我们应该学习永康门业的做

法，按照循环经济模式要求进行产业

布局、构建产业链、进行产品设计、寻

求无废生产、循环利用各种废弃物，最

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上世纪 60 年代，大量生产、大量

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生产和消费模

式，使发达国家遇到了经济增长与资

源环境的尖锐矛盾。为了解决环境污

染问题，这些国家投资兴建了大量处

理设施，对各种废弃物进行焚烧、填

埋。然而，新问题随之产生，这种末端

处理方式不仅带来二次污染，也让政

府财政不堪重负。

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杜邦公司提

倡在生产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在生产

过程中实现清洁生产；对于废弃物和

废旧产品，能直接利用的进行“再使

用”，不能直接利用的经过“再生制造”

后进行“重复使用”。

这是一种基于企业、行业的西方

现代循环经济模式，解决了资源、环

境、效率、成本等问题，在发达国家得

以推广应用。

中国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正在

接近危险水平。每实现一美元 GDP

需要耗费约2.5公斤原材料，远高于经

合 组 织 国 家 每 同 等 单 位 GDP 消 耗

0.54 公斤原材料的平均水平。同时，

中国经济产生大量的废弃物。2014

年，全国仅工业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

就达到 32 亿吨。据预测，到 2025 年，

中国的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将可能达

到世界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如果任凭

发展，这样的自然资源消耗水平和垃

圾产生量将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带来

巨大压力。

对此，中国正在采取行动。在过

去 10 年中，通过设定具体目标并运用

行政、金融、立法等措施促进废物循环

使用，推行力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

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循环经

济，即把一些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弃物转变为另一些企业可以利用的

生产原料，从而达到循环产业链的闭

合。通过这一方式，原生材料的需求

量和垃圾的产生量都将减少。

但发展循环经济，不能光靠政府

推动，最终还得依靠市场，靠企业的觉

醒和自觉行动。永康门业变废为宝，

是唱了一首好曲，开了一个好头，但我

们更期望“大合唱”。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循环经济是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循环经济，不能光靠政府推动，最

终还得依靠市场，靠企业的觉醒和自觉行
动。永康门业变废为宝，是唱了一首好曲，
开了一个好头，但我们更期望“大合唱”。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27 岁的兵哥哥，对邻村 17 岁的大

姑娘一见钟情，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

的“饥荒”岁月，确实是一件浪漫的

事。姚云团当年从部队休假回永康相

亲这一幕（详见本报 24 日 9 版专题报

道），让人耳边回响起歌曲《小芳》：“村

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正是这美丽与善良，让当年的姚小

伙一见钟情；直至“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在送走老伴李淑娟一周年的今天，

她的音容笑貌，她的美丽善良，部队举行

的婚礼⋯⋯他历历在目。“谢谢你给我的

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

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这也是他为

他的“小芳”唱的。“爱有来生，来生再

见”，如今82岁的他浪漫依旧，为过世一

周年的爱妻写回忆录，足见其至深爱情

今生难忘，来生还娶他的“小芳”。

感佩姚云团的爱与情，羡慕姚云

团的福与运，他娶了一位“人如其名”

的贤淑妻子，为他养育了两儿一女，为

他辛劳操持家务。最令人感动的是，

她拿出了结婚 26 年来省吃俭用、几分

几角攒下的 1 万多元“私房钱”盖起了

5 层新房。当年的“万元户”，似可与

后来的“百万富翁”媲美。可以想象，

他的妻子是怎样一口口从嘴里节省下

来的——不但母鸡下的蛋舍不得吃，

连自己种的菜也不舍得吃，都拿到供

销社卖，甚至怀上女儿的时候很想吃

只家养的鸡，却又“抓了又放”。

“那个年代”笔者也经历过，不要说

城里百姓都穷得勒紧裤带、节衣缩食，

农村人更是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看，

在外做工的李淑娟每次回家，婆婆都会

特意烧鸡蛋给她吃，但“婆婆碗里只有

清汤寡水”，这既反映婆媳真情，更从一

个侧面印证当年农村百姓的餐桌上“清

汤寡水”的惨状。那个年代，做父母的

把好吃的都省给了子女们。这是中国

几代含辛茹苦的父母的真实写照，尤其

是上几辈做母亲的，舐犊之情，母爱至

深，李淑娟就是千千万万个贤妻良母中

的一员代表。有鉴于此，每个做儿女的

都应该懂得感恩，孝敬父母。

患难见真情。苦了大半辈子的李

淑娟因患高血压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提

前回家休养，本来儿女们也各自成家，

夫妻俩可以享受两人世界了，却不想

“幸福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所幸一身病

痛的她有老公陪伴，在家养病时每天给

她端水洗脚，住院80天为她清楚地记录

下了治疗过程和情况⋯⋯20多年悉心

照顾病妻，是报答，更是恩爱。这位《家

园》的忠实读者成了《家园》报道的一位

主角，这是他的“小芳”给他的机会，更

是传统德善良俗以及姚云团式的恩爱

夫妻在《家园》应有的位置。

“能这样一起上报纸多好，我多希

望她还活着。”看到报纸上姚云团夫妻

当年的结婚照，真的让人感慨。他们

这一代做父母的，只会吃苦不会享受，

他们大多是多个子女的父母，苦其一

生，积劳成疾，所幸还有感恩的子女们

赡养；想想独生子女的父母，也就是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虽会吃

苦也懂得享受，但是大多都不需要也

不指望子女来养老，如果没有抚养第

三代的“责任”，倒是能有自己幸福安

宁的晚年生活。面对现实，老人该对

自己好一点，晚辈们也尽可能给老人

以安逸。不过，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

子女却是有幸福也不乏无奈的一代。

怎样维系上一辈人德善贤良、夫妻恩

爱、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是当今每个

家庭和夫妻该做的答卷。

20 多年悉心照顾病妻，是报答，更是恩
爱。姚云团这位《家园》的忠实读者成了《家园》
报道的一位主角，这是他的“小芳”给他的机会，
更是传统德善良俗在《家园》应有的位置。

心中有“小芳”，老翁浪漫依旧 一个背影
温暖一座城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在永康宾馆工作的龚云出门等

朋友，刚好看到园林老伯正冒着雨修

剪花木，于是走向前去为他撑伞，直

到老伯把绿化带修整好方才转身离

开。（详见本报24日13版相关报道）

因为网友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

并发到微信朋友圈，龚云一下子“火

了”，被网友称为“最美背影”的撑伞女

孩。网友的点赞，是对龚云这一善举

的最好褒奖，传递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从报道的配图来看，虽然看不出

雨势大小，但龚云手中的伞大部分举

在园林老伯的头顶，而她自己大半个

身子露在外面。画面在这一刻定格，

犹如一股暖流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令

人过目难忘。龚云用一个美丽的背

影，温暖了整座永康城。

龚云的“走红”，首先要感谢无处

不在的互联网。在过去，哪怕有惊天

的壮举，如果不是刻意去渲染，仅仅

是身边的人口耳相传，传播面也不会

太广。但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只要

轻轻在手机屏幕上点触，再经过网友

的转发，哪怕再小的事，不消片刻，大

半个永城的人都知晓了。这正是互

联网的魅力所在。

当然，互联网只是一个传播的载

体。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却不

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最美背影”的

背后，恰恰源于撑伞女孩拥有一颗善

心。正是这种非刻意、下意识的举

动，说明龚云已经将行善融入了日

常，成了一种行为习惯。这不仅是一

种素养，更是一种境界。这也是为什

么龚云的同事看到她为园林老伯撑

伞的照片后，一点也不觉得意外的原

因，“因为平时，龚云给人的印象就是

乐于助人、积极上进”。

“举手之劳，何乐不为”，这是龚

云对善举的理解，简单而直白，却也

直指行善的真谛。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爱，平民英

雄和凡人善举无处不在，只是因为我

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行色匆匆，从而错

过了很多身边的“最美风景”。在公

交车上让个座，在别人摔倒时搭把

手；为迷路的人指个方向，为环卫工

人递上一杯水；俯身捡起地上的垃

圾，看到小偷时报个警⋯⋯这些“举

手之劳”，只要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

动，就是一个个善举。而当这些善举

串成线、连成片，就成为城市中一道

道靓丽的风景。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龚云用一个背影温暖了一座城

市，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

追求，也为这句蕴涵了深刻人生哲理

的古训做了最好的注释。善念如花，

善举似果，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

像龚云一样，常开善念之花的同时，

通过付出“举手之劳”结出善举之果。

永康宾馆工作人员龚云为园林老伯撑

伞的照片得到众网友的一致好评，她也被

网友称为“最美背影”的撑伞女孩。一起来

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笑笑：人美心更美！赞一个。

巧巧：她是这个时代的清醒者，用实际

行动托起爱心的脊梁。

善：是个好女孩，是个很善良的姑娘，

我们认识五六年了。

漫漫：这个时代需要正能量！好姑娘，

你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关心他人，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世界才能变得

更美好。

城区的公共电话亭，曾经极大地方便

了市民，但近年来由于手机的普及，这些电

话亭逐渐无人问津，他们的去留，也引发了

网友的热议。

星：公共电话亭还是有必要的，紧急情

况可以用，希望电信部门能够多维护，不然

坏的摆在那里也没用。

渺小的尘埃：建议把电话亭改为免费无

线信号发射点。

金多多：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们也都保

留着，110、119、120等应急电话都可以打。

ann：上周路过公用电话亭时，女儿还问

我这是什么。解释过后她就问，既然没用了，

为什么不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