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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岁暮，即将过去的 2010，写满了记忆。 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每一位公民，都开始暂缓脚步，回首梳理。

于时于斯，作为一家与大家共成长的都市类媒体，擎起“节能环保”这面旗帜，目的很清晰：希冀我们以更多的责任与担当，爱护每一片蓝天与净土。

没有风景，船帆只不过是一块破布。 我们正和我们生存的星球一起，陷入不可承受之痛，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如剑高悬。

我们呼唤一种公民精神，道德、奉献、友爱、自觉、公共责任、独立的担当是它的注释。 所幸，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投注于此，来自民间的行动

与智慧，温暖着我们的眼球。

但，这股力量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汇聚多一分的热情，多一分的行动。

让口号触摸行为之美！

让口号触摸行为之美

[ ]

2010节能环保系列活动之优秀征文、摄影作品选登

绿动湖南，不是一个口号，需

要每一个湖南人在平常生活中注

重环保，注重低碳。 低碳生活，看

似遥远，只要细心，从点滴做起，

低碳生活就在我们身边。

1、都市白领自备餐具，既干

净又可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一举两得。

2、在媒体印刷界提倡节俭之

风，越来越多的杂志越来越厚，越

来越奢侈，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尽

量用简单节省木浆原料的纸张，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木材。

3、免费提供不同颜色或标志

性的可循环使用的垃圾袋， 用来

给普通家庭分装可回收和不可回

收的垃圾， 一并免费派发相关知

识的宣传册， 这样更利于可回收

垃圾的再利用。 如果财力不足，这

部分资金可采取为商家在垃圾袋

上印广告的方式筹集资金。

4、喜欢用面膜的女生在用完

后不要马上扔掉，用它来擦首饰、

擦家具的表面或者擦皮带， 不仅

擦得亮还能留下面膜纸的香气。

5、 电脑屏幕亮度尽量调低，

也能节省不少电量， 同时也能减

少一定的电脑辐射。

6、 平时用纸尽量双面使用，

节省纸张； 产品尽量提倡可循环

式，少用一次性的。

7、 空调开启几小时后关闭，

马上开电风扇。 晚上用这个方法，

可以不用整夜开空调， 省电近

50%。

8、 通过主流媒体开办曝光

台， 曝光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和

个人， 通过社会的舆论压力警示

污染环境的企业。

9、改变用水方式，用盆接水

洗脸，即使不用盆，那在你往脸上

擦洁面膏或香皂时也应关上水龙

头， 因为看似这短短几秒就可以

节省很多的水。

10、 各种公共场合洗手间的

灯应设置为声控或感应灯， 这样

可以节省不少电； 水龙头也同样

如此。

11、电视尽量待机，不要重复

开关， 因为待机只有开机时功率

的 10%左右。

12、公司提倡开短会，也是一

种节约，照明、空调、扩音用电都

能省下来。

低碳生活，一种时尚、一种习

惯， 更是一种自我拯救！ 携起手

来， 低碳并不遥远， 共建和谐湖

南，保护我们唯一的地球！

■王品超

我是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

个普通的瑶族农民，当然，我也是

三湘都市报和华声在线的忠实读

者。 这次由省政府和环保厅牵头

组织、三湘都市报和华声在线承

办、长房集团赞助的“绿动湖南”征

文和摄影活动，首先让我感受的就

是政府机构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同

时也体现了三湘都市报和华声在

线作为媒体高度的社会责任，以及

长房集团奉献社会、回报湖南的拳

拳爱心。

作为一个生活在山村的基层

农民，“节能环保、绿动湖南”这样

的宏观话题也许我真的说不好，

但我想，湖南既然是我们的家园，

那我们就一定要爱护我们的家

园，要用心、尽心地去建设和呵护

我们的家园。 正是本着这样的想

法，我虽然身在农村，但节能环

保，却是我一直坚守的人生行为。

我的家乡，是个瑶族山村，四

周都是大山。 乡亲们生活在大

山，所有的经济来源都从山里来，

冬天就是卖木炭。 木炭那需要砍

伐大量的树木来作原材料，由此，

在大规模的烧炭时，那昔日的绿

水青山，变得光秃秃的，也因此，

家门前那条清亮的小河，水是越

来越小，水质是越来越浑浊，很多

河弯里的游鱼都不见了。

虽然国家有明令政策，不准

无证烧木炭。 但乡亲们要生活

呀，要经济来源呀。 于是，政府有

政策，背地里，乡亲们却一如既

往，木炭是越烧越多，树是越砍越

少，人们的生活却没有富裕起来。

自从前年起，也就是乡亲们选我

当上小队长后，我就带头，不再烧

炭了，也让乡亲们不再烧炭了，而

是鼓动大家在光秃秃的山上，种

上楠竹和泡桐树。 楠竹是经济

林，生长快，不出二年，就能挖竹

笋，就能砍伐下来加工成筷子和

蔑器。 重要的是，昔日光秃秃的

山坡，又像重新穿上了衣装，全部

绿起来了。 如果这也算是节能环

保的事，我想这就是我对环保所

作的一点小贡献吧。

在我们乡村，用土灶烧柴做

饭，这都是沿续历朝历代的事。

烧柴，当然得砍伐木柴了，虽然每

家每户砍伐的数量不多，但加起

来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去年，我

到长沙一个亲戚家作客，在回家

等车的时候，看到车站旁有个广

告，说是现在有一种气化炉，只要

用点毛草或者少量木柴，就能做

好饭。 当即，我就找到那个卖气

化炉的厂家，订购了这样一套“新

玩意”。 气化炉拿回家安上时，我

试用了一个月，果然省柴不少，而

且比土灶烧柴还卫生一点。 乡亲

们见到我整了这么一个好用的东

西，纷纷也到城里，订购回来装在

家里。 现在，我们村有超过一半

的农户，都在用这“新玩意”。

进入今年冬天，村里的刘大

婶再也不用一整个冬天都在砍柴

伐树了。 原因是啥？ 那是因为今

年的我“与时俱进”了———帮助她

向乡里的技术员递交了申请，给

她家修建了沼气池，装上了沼气

灯，用上了沼气灶。 刘大婶的家

里喂有几头猪，沼料丰富，沼气供

应充足。 这不，她成了我们村第

一个家里实现沼气做饭的家庭。

沼气灶可是个宝，烧的是猪粪发

酵的气体，无烟尘，无污染。 我

想，再过两年，我家以及乡亲们

家，都要用上沼气灶，从而实现废

物的循环利用，真正实现绿色环

保的生活，到那时候，如果长沙

的朋友和读者朋友来我们瑶家

农村作客，也有窗明几净的厨

房，也有洁净卫生的厕所！ 不

过，大家可别叹息一幅美景的消

逝———昔日每逢夕阳西下，炊烟

四起的乡村，只能在记忆中去搜

寻这样的诗情画意啦。

“节能环保”，真是件大好事，

节约的是能源，节约的是财富，环

保更能带给人们优美的人居环

境，带给人们幸福的生活。“节能

环保我先行”，我想，对于我这个

根扎大地，以侍候土地为生的农

民来说，这不但是对三湘大地深

情的感恩行动，更是一种掷地有

声的承诺。

■匡远发

节能环保，从小事做起

低碳妙计十二条，和谐湖南更环保

湖南永州东安紫溪镇花桥，静静地躺在流水之上，以天空作陪，

以绿叶为伴。 刘宪标 摄

岸边肆无忌惮的垃圾， 与我们至爱的母亲河格格不入。

我们多走几步路，就能让这些孩子少弯几个腰。 蒋光禄 摄

青山秀水梦绿洲，节能环保新生活。 蒋光禄 摄

听小桥流水，看瀑布飞湍。如此沁入心脾的绿、

深入骨髓的美，我们怎忍心玷污？ 刘宪标 摄

■

征文作品选登

走，骑车一起旅行去。 黎伟 摄

■

摄影作品选登

■

车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