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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石区小不点烧烤店，服务员小刘热

情地招待着新进来的顾客，“你好，咱们这边

扫码点餐，每个人都可以扫码。”小刘热情地

向客人介绍扫码点餐服务。谁能想到，几年

前的小不点烧烤店还在为堆积如山的纸质

点菜单发愁。

每到用餐高峰期，服务员频繁穿梭于各

个餐桌之间，分发、更换被汤汁浸染、笔迹涂

画的菜单，平均每天要更换近百张菜单。“说

实话，纸质菜单的消耗在餐厅运营成本中也

占了不小比例。每月光印菜单就要花上千

元，纸张浪费更是触目惊心。”看着每天的废

弃菜单，王店长既心疼又焦虑。早就听说了

很多饭店用扫码点餐了，但王店长一直对

“扫码点餐”心存疑虑。“总觉得没有实实在

在的菜单，顾客不习惯，特别是年纪大的。”

然而，有一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位专家

展示的数据让她深受触动，全国餐饮行业每

年使用的纸质菜单，消耗的木材相当于砍伐

超过 100万棵大树，同时，这些废弃菜单在垃

圾处理过程中，也会带来额外的环境负担。

王店长决定在自家餐厅推行扫码点餐。

然而，推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

不少老年顾客对此十分抵触，抱怨不会用手

机点餐，操作起来也很麻烦。一位常来用餐

的顾客就抱怨：“用手机点餐，老花眼根本看

不清，还是纸质菜单拿在手里踏实。”为了让

人们适应，刚开始时，王店长安排服务员在

餐厅入口和餐桌旁随时指导客人使用扫码

点餐。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越来越多顾客习

惯了扫码点餐。年轻食客李女士说：“扫码

点餐不仅节省时间，还能看到其他顾客的评

价，点菜更放心。”而一些老年顾客在家人和

服务员的帮助下，也逐渐接受了这种方式。

王大爷如今已经能熟练使用扫码点餐，还笑

着说：“没想到我这老头子也能跟上潮流了，

这样点餐确实方便，还能保护环境。”

与此同时，让王店长惊喜的是成本的变

化。“以前菜单更新价格或者加个新菜，就得

全部重印，一次好几百。碰上油渍、破损，还

得不停补印。现在零成本更新，省心又省

钱！”如今，小不点烧烤店油渍斑斑的纸质菜

单已成历史。顾客们在指尖轻点屏幕下单

美食的同时，也为森林留存了一片绿意。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家住离

石区的市民王蓉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熟练地

打开闲鱼 APP，查看最新的曝光数据和买家

留言。“这个旋转鞋柜终于找到新主人了！”

她开心地说道，“搬家后发现鞋柜尺寸不合

适 ，放 在 门 口 太 占 空 间 。 没 想 到 挂 上 闲 鱼

APP才两天，就遇到同城买家上门自提，真是

太方便了。”在她看来，这不仅实现了闲置物

品的循环利用，还能获得额外收益，真是一

举两得。

谈起与闲鱼 APP 的缘分，王蓉的话匣子

就关不住了。“2017年第一次尝试在闲鱼 APP

出售了孩子小时候用过的安全座椅，当时还

担心卖不出去。”她回忆道，“这个花了一千多

元买的座椅只用了一年多，扔了可惜，放着又

占地方。没想到挂上闲鱼 APP 不到一周，就

被广西的买家以 600 元的价格买走了。”这次

的成功交易让她发现了闲置物品的新价值。

如今，循环利用已经成为王蓉的生活习

惯。她如数家珍地列举着这些年在闲鱼 APP
上交易过的物品：充电宝、电风扇、迷你洗衣

机、床头柜，甚至装修时换下的木地板。“每

件物品都能找到需要它的人，这种感觉特别

好。”说着，她又拿起手机，拨通了旧衣回收

的热线：“您好，我这里有一些旧衣物需要回

收……”

不到二十分钟，一名专业的衣物回收人

员便赶到了现场。只见他动作娴熟地将旧

衣 物 按 类 别 分 拣 ，随 后 整 齐 地 装 入 回 收 袋

中。“平时每天能回收 200—300 斤，旺季时能

达到 500—600 斤，特别是腊月，工作量更是

成倍增加。”从事旧衣物回收工作已两年有

余的苏志忠一边麻利地打包，一边向记者介

绍，“在离石城区范围内，我都是走街串巷、

上门回收，打个电话就行，非常方便。”

“回收来的旧衣物、棉被等纺织品，我们

会先按颜色、材质进行精细分拣，然后运回总

部进行专业化处理。像毛衣、棉絮等材质的

物品，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后可以实现循环再

利用；确实无法二次利用的，则会送往发电厂

进行环保处理。”吕梁星航科技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袁钰捷介绍了旧衣物的后续处理流

程。他说，旧物回收不仅实现了资源的合理

化利用，倡导了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更重要

的是有效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是一

项利国利民的环保事业。

“这个饮水机后面的净水系统连着卫生

间墙上的尾水收集箱，过滤产生的尾水可用

于卫生间冲洗，节水率能达到 50%。”6 月 18
日，在市水利局三楼，刘继平拿着自己的玻璃

水杯在楼道公共饮水机上接了一杯水，抬起

头来，指了指面前的饮水机，颇为自豪地向记

者介绍。

水是生命之源，爱护水资源就是爱护我

们的生命，节约用水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责

任，更是保护地球环境、保障子孙后代生存的

重要举措。自 1992 年起，我国专门将每年 5
月 15日所在的那一周确定为“全国城市节约

用水宣传周”，开展宣传活动，今年已迎来第

34 届。多年的坚持，有效提升了广大市民的

节水意识，促进了人水和谐发展。

作为我市主要的水资源管理部门，市水

利局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为统领，以打好节

约用水攻坚战为目标，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

节水方案，在机关楼内新建了灰水处理回用

系统，将洗手盆灰水经过滤处理后用于下一

层厕所冲厕，节水率达 30%；新建尾水收集系

统，将净水设备产生的尾水收集到卫生间水

箱，优先用于厕所冲洗，减少自来水的使用

量，节水率达 50%；新建雨水及空调冷凝水收

集利用系统，将雨水和空调冷凝水收集用于

机关院内绿化及洒水，收集率达 80%；增设茶

水、剩水收集桶，将收集的废水用于清洗拖布

和浇花。

与此同时，还对办公楼的老旧管网及用

水器具进行了升级改造，更换了管道、水龙

头、蹲便器冲洗阀及水箱等，完善了二级计量

水表，做好了漏损监测，杜绝了跑冒滴漏现

象。

“节水系统建成以前，我们单位人均用水

量每日达到了 44升。如今，通过一系列的节

水改造，人均用水量下降为每日 26升，年用水

总量从最多时 2400 立方米降到现在的 1105
立方米，节水成效显著。”刘继平介绍说。

因为工作关系，刘继平不仅对全市的水

资源有着比常人更深的理解，也有着更强烈

的节水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他不仅认真践

行节约用水的理念，还经常向身边的亲戚朋

友分享节水小窍门：“家里尽量使用节水型产

品，定期检查家庭中的管道、水龙头等设施，

及时修理漏水，避免水资源的浪费。洗澡时

尽量缩短时间，减少冲洗频率；洗衣服时尽量

集中洗涤，刷牙、洗脸时关闭水龙头，做到人

走水停。”他笑着说，“这些节水小窍门虽然看

似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也能节省不少水。”

节水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态度。只要

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就能汇聚成巨大的

力量，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市水利局通过

一系列节水改造措施，不仅显著降低了用水

量，还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刘继平的

节水实践也提醒我们，节水不仅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生活智慧。从个人做起，从点滴做

起，我们每个人都能为节水事业贡献一份力

量。

入夏以来，住在离石区的冯秀兰家中的

阳台一片绿意盎然。朝天椒长势喜人，西红

柿挂满了青果，草莓开出了小白花……原来

摆放花卉绿植的小天地，如今，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生机盎然的“空中菜园”。

说起种菜的初衷，今年 73岁的冯秀兰笑

称源自于“儿时的回忆”。从小在农村长大

的她，每天闲暇时都会帮父母打理庄稼。如

今退休在家，虽然生活质量越来越好，但她

依然难舍“土地情结”。两年前，看到朋友圈

晒出的各色阳台小菜园，拥有种植经验的冯

秀兰果断在阳台上空着的花盆里试着种了

几棵西红柿，没想到结果率极高。为了实现

在阳台上种菜，冯秀兰又收集了一些较大的

容器，到山上挖了土，买了种子，趁着春季回

暖播种下去。从一开始的一两盆，到现在满

满一阳台，冯秀兰将阳台变成了“迷你菜

园”，弯腰浇水、细心施肥，每一步都精心打

理。

对于阳台种菜，冯秀兰有她的独门秘

籍。“这些看似无用的厨余垃圾，是花园中的

绿色宝藏。比如苹果皮、香蕉皮、橙子皮、胡

萝卜皮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氮源；咖啡渣和

茶叶含有氮和钾，是很好的堆肥材料；过期

的面包、面条含有淀粉，可以分解为植物所

需的糖分……利用厨余当肥料不仅能减少

垃圾，还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看着将被

丢弃的垃圾变成了蔬菜生长的养分，冯秀兰

感到幸福与满足。

在市区交通路农贸市场一角，一排排

整齐摆放的辣椒苗、茄子苗、黄瓜苗等蔬

菜苗绿意盎然，鲜嫩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

摇曳，吸引了众多市民穿行其中，询问价

格、品种、种植方法等。“这是辣椒苗，一棵

苗 1 元，回去一栽就能活。”摊主刘强一边

热 情 地 招 揽 生 意 一 边 向 顾 客 介 绍 菜 苗 的

特性及管护方法，帮助他们选择心仪的蔬

菜苗。刘强告诉记者，这些蔬菜苗都是自

家 地 里 培 育 的 ，每 株 价 格 1 元 至 2 元 不

等。去年卖出去的苗子顾客反映特别好，

今年回头客也比较多，生意很不错。“家里

的阳台光照足，去年就种了些西红柿、辣

椒 。 本 来 是 种 着 玩 ，没 想 到 竟 然 长 得 很

好。”90 后张倩手里提着一袋已经选好的

菜 种 ，分 享 起 自 己 阳 台 种 菜 的 心 情 与 心

得，“每天下班回到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到阳台看看这些蔬菜长得怎么样，给它们

浇浇水，感觉特别治愈。这次又买了小番

茄和彩色辣椒，还打算陆续种点绿叶菜，

也算实现蔬菜自由了！”

在一方小小的阳台，感受“春种秋收”的

快乐。将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化作肥料，既践

行了环保理念，又滋养了蔬菜生长，这样的

循环让种植更有意义。

清晨的菜市场，一位大姐把

竹篮往摊位一放，摊主麻利地把

称好的青菜倒进去；社区便利店，

几个年轻人掏出叠好的布袋，扫

码、装货、走人，一气呵成……

这些身边常见的小场景，正

悄悄变成大家参与减塑行动的模

样。在“限塑令”推行十多年后，

越来越多人明白了：减少塑料垃

圾，光靠规定不行，得靠每个人在

日常生活里的改变。

在离石区生态园社区滨江花

园 小 区 ，65 岁 的 退 休 教 师 李 阿

姨 ，是 邻 居 们 公 认 的“ 环 保 能

手”。十年前，她偶然看到电视里

播放塑料垃圾危害海洋动物的宣

传片，心里不是滋味，就琢磨着从

自己买东西开始改变。“一开始就

想着用布袋子装菜呗，后来发现

竹篮子更结实，用久了脏了还能

煮煮消毒，更耐用。”李阿姨笑着

说。

李阿姨的这个新习惯，慢慢

带动了整个小区。她张罗起“竹

篮接力”，号召邻居们把家里的旧

竹篮、帆布袋找出来用，别再用塑

料袋了。她甚至教大家把破了的

菜篮子改造成收纳盒，一点儿也

不浪费。去年，她还拉着社区志

愿者们开了个“环保手作课”，教

街坊们用旧衣服缝制实用的布

袋。“少用一个塑料袋，就给地球

减轻一分压力。”李阿姨分享着经验，还向记者分享了

几个实用小窍门：

1、多用能反复使用的容器

竹篮与布袋是主力：装菜、装日用品都好使，容量

大还扛造。竹篮子搞个分层设计（比如放块隔板），不

同东西分开放，干净又方便。

玻璃罐、饭盒也顶用：去超市买散装的米、豆子、

干货，带上干净玻璃罐直接装；去饭店打包饭菜，跟店

家说一声，让他们把吃的倒进自己带的饭盒里，省下

一次性餐盒。

2. 巧用“替代品”减少塑料依赖

出门自带水杯：星巴克等连锁店已支持用自带杯

减价购咖啡，既省钱又环保。

布茶包、食物袋来帮忙：别买那种一次性的茶包

了，用布的，喝完洗洗接着泡。保鲜袋也能换成可重

复清洗的布质食物袋，装零食、三明治都行。

“从记得带个购物袋出门，到拒绝一次性餐具，这

些小事积累起来，效果超乎想象。”李阿姨说，“环保不是

一个人闷头干，是咱们一群人，你传我，我传他，一起坚

持下去。”从小区到社区，从竹篮到布袋子，减塑行动正

在以更灵活、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展开。它不再是一句空

洞的倡议，而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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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并非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它就藏在每个人的日常选择里。事实上，

推动环境改善的坚实力量，正源于万千普通人的日常选择：通勤时优先选择公

交或自行车，让绿色出行融入晨光；购物时选用布袋，让朴素习惯替代一次性

消耗；将旧衣投入社区回收箱，让闲置物品开启新生之旅。

环保的密码，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日常习惯中。拒绝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

分类、选择无纸点餐……每一个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对地球的温柔呵护。当

厨余垃圾化为窗台绿植的养分，当闲置物品在流转中重焕价值，这些点滴努力

如同涓涓细流，终将汇聚成改变生态的磅礴力量。这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守护家园并非遥不可及的责任，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

基于此，我们策划“解锁环保关键词”特刊，不尚空谈理念，而是聚焦普通

人的实践与智慧。每篇报道将呈现真实的生活案例，并附上可以轻松践行的

绿色指南。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和实用的技巧，我们希望激发更多读者参与

到日常环保中来，一起解锁环保密码，为更美好的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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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少伟

图①为离石区生态园社区居民李

阿姨随身携“袋”购物。 张娟娟 摄
图②为市民在用手机扫码点餐。

李亚芝 摄
图③为冯秀兰在修剪西红柿苗。

罗丽 摄
图④为刘继平在公共饮水机上接水。

刘少伟 摄
图⑤为苏志忠将回收的旧衣物

打包装车。 刘丽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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