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节节攀

升，在热辣滚烫模式下，空调、冰箱

齐鸣，不少电表数字猛飚，交电费

时才发现烧钱啊。

主持人：
夏季是居民用电高峰期，电费

上涨是必然。

悠悠：
电力资源并 非“ 取 之 不 尽 ，

用 之 不 竭 ”，尽 管 大 多 数 人已经

意识到节电的重要性、绿色生活的

紧迫性，但离知行合一还有不小的

差距。

主持人：
是的。人走灯不灭，关电脑不

关显示器，日常生活中任由电能

流失，这些浪费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也是不可

小觑。

悠悠：
有道是“常将有日思无日，莫

待无时思有时”，如果在节电上不

以为然、不精打细算，到时恐怕有

钱也没地方买到电了。

主持人：
节能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

文明。

悠悠：
嗯。当下而言，要通过声势浩

大的宣传教育和主题体验活动，让

节能观念入脑入心，成为每个人的

自觉行为。工作生活中拔掉无用

的插座，有意识地把空调温度设定

得高一点，手机电量充足了便切断

电源⋯⋯这些都是分分钟就能做

到的举手之劳。

只有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入

手，把节能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才能在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中促

成 低 碳 办 公 、绿 色 生 活 习 惯 的

养成。

主持人：
只要每个市民都自觉担起节

电责任，多一点掰着手指划算的

心，多一点用电上的斤斤计较，就

一定能把节能这个拳头攥紧，为绿

色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入夏不少电表数字猛飚
请多一份掰着手指划算的心

花儿为你开：
读了 7 月 17 日“永康人”微信

公众号发的《免费！永康这些地方

多了几个显眼的冰柜⋯⋯》，很有

感触。连日来骄阳似火，酷暑难

耐，户外工作者备受“烤”验。在我

市街头，由爱心人士发起的多个

“爱心冰柜”清凉上线，为户外工作

者解暑热送关爱。

主持人：
是的。一台台崭新的“爱心冰

柜”为交警、综合执法人员、环卫工

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去一

丝清凉。

花儿为你开：
“爱心冰柜”上线后，在烈日下

工作许久的人满头大汗地赶来，一

口饮品下肚，他们布满汗珠的脸上

展露畅快的神色。

主持人：
“爱心冰柜”不仅为他们送去

了一丝清凉，也传递了一份人与人

之间的温情和一座城市的善意。

花儿为你开：
是的。爱心会传递，身边的凡

人善举总能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

的良善。“爱心冰柜”公益活动吸引

了很多爱心人士默默加入，很多爱

心商家和爱心人士为“爱心冰柜”

提供便利。

主持人：
正是人人接力、人人传递，善行

得以不断延续、持久慰藉人心。

花儿为你开：
“爱心冰柜”之所以能吸引大

家参与，是因为每个普通人随时都

能参与进来，让社会的爱心和善意

在这里汇聚和释放。

主持人：
“爱心冰柜”折射出的，不仅是

人心的凝聚力，更是全社会的爱

心、温度与情怀。

花儿为你开：
嗯。虽然“爱心冰柜”只在炎

夏出现，但爱心不止于这个夏日。

志愿者们为高温下的劳动者献上

关爱，就更能由此及彼，推动整个

城市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好环境。

设“爱心冰柜”免费自取
存入温暖取走清凉

Q说说大小事
聊聊烦心事
侃侃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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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小修小补
越来越少

希望小修小补
也能进社区

军：
曾几何时，街头随处可见修鞋

和配钥匙的摊点。如今，这些便民

服务却越来越少了。

主持人：
这些小修小补看似不起眼，却

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军：
是的。“求告知，哪里有修自行

车 的 ？”“ 谁 知 道 哪 里 有 修 鞋 师

傅？”经常有人在小区业主群里发

问。之前我想给孙子配一把钥匙，

却在小区周边三四公里范围内都没

有找到这样的摊子。不少人也有一

种感受。

主持人：
什么感受？

军：
近些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

街头小修小补的摊子越来越少了，

针头线脑、修修补补的服务也很难找

到。究其原因，有的是新建小区管理

严格，没有为这些“小修小补”留下空

间；有的则是老旧小区改造，原来的

流动摊点没地方了；还有的是小商小

贩挣不到钱，不干这一行了。

主持人：
城市发展速度快，一些小修小补

摊子渐渐萎缩，甚至难觅踪影。

军：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修小补的

服务，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如果把时间倒推几十年，在一些城

市、乡村，“磨剪刀”的吆喝声随时会

有；至于补鞋这样的行当，现在也渐

行渐远。其实诸如修裤脚、补鞋、磨

剪刀这样的服务，无论我们多么富

裕、多么现代、多么时尚，还是有需

求的。很多东西不可能因为一点点

破损、耗损就扔掉。然而生活中，因

为修补修理不方便，甚至找不到，一

些还可以用的东西只能扔一边或去

买新的。

主持人：
提倡勤俭节约，在任何时代都

不过时。

淡淡:
之前常有志愿者在小区为居民

提供理发、咨询等服务。我建议，是

不是在这些服务中加上一些如磨剪

刀、补衣服等日常生活服务项目，或

专门设置小修小补室，一个星期开

放两三天。这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情，其实也是一项民生大事。

淡淡：
暑假，部分家长正为如何处理

孩子课本、教辅资料犯难。面对这

个看似简单却又充满争议的问题，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坚

持保留，将其视为孩子成长的见

证；有人果断处理，为新知识腾出

空间。

主持人：
这种现象不是今年才有，而是

以前也存在。

淡淡：
是的。随着学期的结束和学

生的毕业，课本、教辅资料往往被

堆积在角落里，甚至被当作废品低

价卖给回收站，失去了应有的价

值。因此，我有个想法。

主持人：
什么想法？

淡淡：
构建一个旧书循环利用平台

不仅有必要，也很有现实意义。

主持人：
书籍的循环利用能够有效减

少纸张浪费，节约自然资源。

淡淡：
不仅如此，共享平台的建立，

能够为一些困难家庭提供一个获

取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学习资源的

途径，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而对

于捐赠者而言，让书籍得到更好利

用，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捐赠和

分享书籍的行为能够提升社会成

员的价值认同感，营造互助友爱的

社会氛围。

主持人：
这个共享平台怎么操作？

淡淡：
旧书共享可线上线下进行。

根据书籍的类型、年级和科目进行

分类，方便用户查找和捐赠。平

台设计简洁易用的界面，让用户

能够方便地上传、查找和领取书

籍。提供便捷的物流服务，确保

书籍能够快速、安全地传递到需求

者手中。

主持人：
线下怎么做呢？

淡淡：
线下可以设立在学校、社区或

图书馆内，方便用户捐赠和领取书

籍。线上和线下可进行联动，提供

实时库存查询和预约服务。还可

以借助社区的力量。

主持人：
社区的力量是什么？

淡淡：
社区可以定期举办书籍交换

活动、读书分享会等，不但能够增

加书籍的流通量，还能增强社区的

凝聚力和互动性。为了鼓励更多

的人参与到旧书循环的过程中，平

台可以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

主持人：
什么样的机制？

淡淡：
比如，对捐赠者提供积分奖

励，积分可以兑换礼品或服务；对

于活跃用户，给予一定的荣誉称号

或证书，以此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

主持人：
循环利用可以让旧书价值最

大化，通过构建一个共享平台，旧

书得以“重生”，让更多有需要的人

群受益。

淡淡：
对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从政府到企

业，从学校到社区，只有各方积极

参与和支持，才能让共享平台真正

发挥作用，实现旧书循环的价值。

孩子的旧课本资料无处安身
网友讲了一个好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