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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个矿泉水瓶分属三类垃圾
在日本，垃圾处理属于市、町、村等地方自治体的职责范

围，即使在一个城市的不同地区，垃圾分类规定也不尽相同。
有的地区垃圾分类有十种左右，有的则细分为几十种类别。
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在任何地方政府办理居住手续时，都
会得到一本详尽指南。

在日本，垃圾分类是道“计算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正
确投放垃圾，需要十分细心。垃圾分类指南用日中韩英 4种
语言，介绍了100多种常见物品的垃圾分类说明，还写明了每
类垃圾的丢弃时间。在目黑区，厨余垃圾只有周二和周五上
午7时至9时之间可以丢弃，报纸、酒瓶、易拉罐等可回收垃圾
只可在每周四早上7时至9时之间丢弃，不可燃烧垃圾只可在
每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的早上7时至9时之间丢弃。垃圾丢
弃的地点也有统一规定。

日本各地的垃圾分类几乎达到了“极致”标准。例如，即
使是一个矿泉水瓶，瓶盖、瓶体、包装膜分属三类垃圾，必须分
别丢弃。对不按正确时间、地点和分类进行垃圾投放的行为，
根据日本《废弃物处理法》，乱丢弃行为最多可被处以 5年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15.1日元）。

严格的垃圾分类减少了资源浪费，保护了自然环境。现
在，在不少新建公寓里，厨房洗菜池的下水道配置了粉碎机，
瓜果皮、蔬菜叶可直接扔进洗菜池，经下水道粉碎后排放，此
举为很多夏天苦于
厨余垃圾处理的人
们提供了便利。

（来源：人民网
吴珊 刘婧怡 整理）

“这是今年的农药化肥种子。”“赵姨，
扯秧苗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李立平的
家和大棚育秧基地总是为一群特定的人
敞开大门，他们便是李立平合作社产业扶
贫所扶持的贫困户。

从 2017 年起，李立平的合作社
连续 4 年在育塅乡南水村、轧桥扶
持建档立卡贫困户 109 户 356 人，其
中 有 79 户 240 人 采 用 直 接 帮 扶 方
式，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种植优质

稻、保底回收产品，为贫困户免费提
供农资物资，提供代耕、代种、代插、
代收、代烘。还有 23 名贫困户与李
立平建立了长期用工关系，他们不
用再背井离乡谋生活，在家门口的
田间地头就能月入 3000 元；加上流
转土地等费用，年收入也能突破 4
万元。

农忙时节，李立平还会另外聘请农民
帮忙，为周边 150余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为了稳固“员工”，同时也扩充种植基地品
种，李立平还尝试了种植油菜、洋姜等农
作物。

自己致富，带农增收。从一人单干，
发展到5人合作社，再到现在李立平合作
社的社员已经发展到 285人，还为周边
200余位村民提供就业机会，“下一步就
是把生态循环农业研究透彻，带着社员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助力乡村振兴。”李立平
信心满满地说。

初雪·折翼

春雪才 10岁，她在市社会福利院生
活的 9年里，已经历了 4次大手术。因为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2012年入春后的一
个雪天，春雪被父母放在了福利院的传达
室外，用红色毛毯包裹，毛毯上有一张纸
条上面写着基本信息。进了福利院后，春
雪有了自己的名字，也有了“爸爸妈妈”。

9年间，为了让春雪能够治好病，市
社会福利院的“爸爸妈妈”们奔走忙碌，操
碎了心。

“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下了病
危通知单，建议我们放弃。”2012年一个
寒冷的冬夜，春雪病情突发，来势凶猛，市
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春雪送

往医院，医生诊断为重症肺炎并心衰。
看着这个呼吸孱弱的小生命，大家不

愿就此放弃，苦苦争取着哪怕多一线的生
机。春雪躺在 ICU里的 96个小时，社会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门外寸步不离地陪
伴，心里的煎熬无法言喻，最终生命出现
了奇迹——小春雪活过来了！

虽然命保住了，但要延续生命，手
术是唯一途径，这是医生给出的建议。
市社会福利院便开始针对春雪的情况
制定特殊救助方案，并多方奔走筹措医
疗费用，让春雪能够及时得到手术治
疗。在民政部“明天计划”支持下，原北
京军区医院愿意接收孩子治疗。春雪
先后 3次前往北京接受手术。但因为春
雪病情的复杂性和罕见性，3次手术的
治疗效果仍不佳。

融雪·守护

“做完早操，春雪走到单车跟前，爬上
去，脚使劲蹬，车轮动了，春雪开心极了！”

“春雪喜欢布娃娃，每天推着布娃娃走来
走去，还当起了小医生。”“今天春雪是班
上的小值日生，她给同学梳头发、发食物，
真是老师的‘好帮手’！”在福利院的成长
日志中，春雪一直是乖巧听话又热情活泼
的样子。

之后，春雪上了小学，聪明懂事的她
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因为她的身世，
甚至得到了大家的偏爱。

过了 10岁生日，春雪的身体状况又
出现了严重问题，全身供血供氧不足导致

嘴唇发绀、生长发育缓慢的症状日益显
现，原本在某学校读四年级的她，只能暂
时休学，大家的心又揪了起来。

“她心脏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长
得更加错综复杂，手术难度很高，很有可
能下不来手术台。但如果不做，她一两年
以后就会出现心脏衰竭现象，失去运动能
力，瘫在床上。”与医生商讨手术方案时的
对话，时时在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的耳
边回响。

今年，在春雪体检达到手术指征后，
市社会福利院第一时间开会研究，制定
个案，为春雪再次接受手术治理进行协
调对接。

“孩子年龄大，心脏内部条件复杂，想
完全根治已不可能。手术虽不能根治，但
能较大程度缓解病症，5年内不会有大问
题，只是手术风险大，可能会下不了手术
台。”春雪入院后，经过系列检查，医生给
出了手术方案。“在她的生长发育关键期，
虽然不能根治，但至少提高了她的生活质
量，确保这孩子能长大。”在艰难的抉择
下，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曾昭
虎拍板决定进行手术。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从北
京传来手术成功的好消息时，大家都激动
地鼓掌欢呼。“亲爱的‘爸爸妈妈’、老师和
同学们，我在医院过得很好，谢谢你们的
关心……”从 ICU转入普通病房后，春雪
第一时间给社会福利院“爸爸妈妈”、学校
的老师和同学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家手术
成功的好消息，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大家的
想念和感谢。

雪霁·重生

“春雪，你想吃鸡蛋蒸肉饼吗？林妈
妈给你做。”在市社会福利院门诊部的隔
离病房里，手术归来的春雪听到“岗位妈
妈”林雪辉亲切的声音，高兴地放下手中
的笔，隔着窗户和林妈妈聊天。

经过市社会福利院护理人员和医护
人员的精心护理，春雪术后恢复良好，缺
氧、嘴唇手指发绀等情况得到了缓解。现
在，院方专门为春雪请了老师。孩子复习
功课十分认真，期待能够追上落下的课程
早日返校。

曾昭虎介绍，这 9年间，春雪在民政
部“明天计划”项目和北京春晖博爱公益
基金会的帮助下，获得了重生。

在市社会福利院，像春雪这种情况的
孩子还有很多。市社会福利院 90%以上
的孩子都是智力残疾或者身体残疾的弃
婴，患有脑瘫、唐氏综合征、发育迟缓、脑
积水等疾病，更不幸的是，他们因各种原
因失去了亲生父母，这群孩子就更加需要
得到社会的关爱。

为了提高这些孤残儿童的生活质量，
市社会福利院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从康
复治疗到生活服务都制定了详细的个案，
为孤弃残疾儿童兜住生活、教育、医疗等
民生权益的底，确保一个不落下。同时，
给每个孩子找了一个合适的“岗位爸爸”
或者“岗位妈妈”，陪他们治疗、康复，陪他
们玩耍、互动。在这里，他们拥有了家人，
看到了希望，获得了自信，“走到”了雪融
之后的春天。

7年陪伴，
志愿者把阳光带给她
本报讯（记者 廖艳霞）“咚咚咚。”近日，湘潭市湘钢帮帮

团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手捧鲜花和蛋糕，来到岳塘区湘钢新五
村，敲开了“三无老人”李爱兰奶奶家的门。当天，志愿者准备
了一大桌饭菜，陪老人开心过生日。这也是他们连续 7年为
老人庆生。

李爱兰没有子女，丈夫及姊妹也过世了，侄儿们住在长
沙，都有各自的家庭要照顾，她仅靠每月几百元的低保金生
活。2015年，湘钢帮帮团志愿者了解情况后，将其列为重点
帮扶对象。

7年多来，志愿者们除了陪李爱兰过生日，逢年过节都会
来看望她；平时不管任何事，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会出现在
她身边。除开日常的走访陪伴，志愿者还经常为李爱兰更换
老旧线路、窗帘，并定期提供清洁以及健康检查服务。让李爱
兰最感动的是，她提出想回老家探亲后，志愿者们还两次陪伴
她回乡探亲。

“祝你生日快乐……”当天，在欢乐的歌声中，李爱兰脸上
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李爱兰说，志愿者的陪伴和关照，就像一
缕阳光照进她的生活，给她带来希望。

“电雷锋”朱师傅
本报记者 陈颖

在岳塘区岳塘街道菊花塘社区湘钢工人村住宅小区，有
一间开了11年的“老朱修理铺”。修理铺的主人名叫朱尚华，
是一名有着 44年党龄的老党员，居民们亲切的称呼他为“朱
师傅”。

雨伞、电视机、桌椅、洗衣机、电风扇……这些居民家里常
用的家具和电器，朱师傅都能修，还修得又快又好。不仅如
此，只要是上门来维修的，朱师傅都义务维修分文不取；对于
一些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他还提供上门服务。湘钢工人村
住宅小区近 500户居民，几乎都找过朱师傅维修物品，“维修
有困难，就找‘电雷锋’”成了小区居民常挂嘴边的话。

退休前，朱尚华是湘钢炼铁厂的钳工，从业32年，对机械
维修得心应手。2011年，朱尚华从广东打工回到湘潭定居，
搬进湘钢工人村住宅小区，便开始义务帮助小区居民维修各
种家用电器。一双“啥都能修”的巧手，让朱尚华在小区里小
有名气。随着来找他修电器的居民越来越多，朱尚华索性将
单车棚改造成了“老朱修理铺”。

“老朱修理铺”只有 12平方米，每天早上 8点准时开张。
别看这间铺子面积不大，却五脏俱全。铺子的墙壁上挂满了
各种维修工具和零配件，扳手、电锤、角磨机、电钻、电锯等应
有尽有。

在朱尚华看来，这儿就是自己的“兵器库”。铺子里大部
分零部件都是从捡来的旧电器里拆下来，以旧补旧。零件配
不上了，朱尚华就自己跑到附近市场上去买。“有些家电老人
家用了十几年，有感情了，能修好我就尽量去修。”朱尚华说。

71岁的邻居谢放军说起朱师傅便竖起了大拇指。“我年
纪大了，腿脚不方便，儿子也患病，需要人照顾，朱师傅就时不
时送几张自己做的折叠桌、小凳子给我们，还上门帮我们打扫
卫生、查看电器，真是个热心人。”

今年3月，谢放军家中水龙头损坏、拧不紧，水流个不停，
便打电话向朱尚华求助。正值早上7点，朱尚华正在吃早饭，
听说后，他放下碗筷、拎着工具包就出门了。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维修，水龙头修好了。

也有很多邻居劝朱尚华，帮人维修家电可以适当收点
费。“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举手之劳，谈钱伤感情。”朱尚华
说。

如今，“老朱修理铺”已经开了 11年，送出去的小凳子就
有 300多把，折叠桌近 40张。“能用自己的爱好，帮大家做些
事，我心里头也高兴。”朱尚华说。

“向‘最美’农民工学习”系列报道之三

穿着皮鞋种田的人
本报记者 熊婷

挽起衣
袖裤脚，李立
平开始清洗
农机。
（本 报 记 者
罗韬 摄）

“春雪”初融
本报记者 吴珊 实习生 刘婧怡

5月18日，连着几日

晴雨交替，气温忽高忽

低，社春雪有些不适。

“岗位妈妈”林雪辉伸手

一探，果然脑门有些发

烫。林雪辉的心又揪了

起来。“我没事，不要担

心。”懂事的春雪反过来

安慰“妈妈”。

10岁的社春雪是社

会福利院的“大熊猫”，

被大家精心呵护着。这

个大眼睛的女孩 4 月中

旬才从北京回潭，完成

了她人生中的第 4 次心

脏修复手术。

衬衫、黑皮鞋，黑框眼镜后是小麦色

的皮肤，在湘乡市育塅乡南水村见到李立

平的第一眼，我们很难想象，这位文质彬

彬的男子是一位“职业农民”。当他熟练

地拿起水枪，挽起裤脚冲洗农业机械，纯

朴的田间气息扑面而来。“这些农机可是

我的宝贝，得好好爱护。”

今年53岁的李立平是当地有名的种

粮大户。年少时，他承载着全家人的希

望，跳出“农”门，成为工程建筑行业的“包

工头”；当事业一帆风顺时，他却回到农

村，投资农业生产，带头成立合作社，做了

职业农民；随着信息网络化时代到来，他

敏锐洞察到商机，又跳出传统农业，不断

学习农业新技术。种植水稻9年来，李立

平借助农业机械化之力，实现了“穿着皮

鞋种田”的梦想。

弃榔头 拿锄头
“包工头”返乡创业搞农业

走在石狮江左支流湘乡市育
塅乡段河堤，两岸的农田里满是

“对仗工整”的禾苗，大白鹅在田
间大步“巡视”，这里正是“最美农
民工”李立平的双季稻种植基地。

“截至 5月 3日，双季稻基地已
经全部插秧完成。若放在几年前，
这里可看不到这样成片规整的禾
苗。”李立平说，9年前，在外地承包
工地的他，在双抢等农忙时节还是
会回家看看，种上一点乡土米菜。
当他发现农村劳动力缺乏、农田抛
荒现象十分严重后，做出了一个惊
人的决定——回乡当农民。“良田
沃土就这么浪费了，实在太心痛
了。”李立平说。

说干就干。2013年，李立平毅
然返乡，承包了 400亩地种植双季
稻。往后的几年，他更加“一发不
可收拾”，流转的土地逐年增加，
2014年成立家庭农场；到 2022年，
他个人流转的土地已经有 1500余
亩。不仅如此，2014年他牵头与 4
个种植大户一起，成立了湘乡市南
坪农机服务合作社，截至今年，合
作社共计承包3000余亩土地。

李立平从返乡那刻起，心理的盘算
就不是做只耕种自家几亩地的传统农
民，而是做懂科技、会机械的现代农场
主。在外闯荡多年，他深知农业生产靠
人力的时代终将过去，科技技术才是现
代农业该走的道路，“一个人承包成百上
千亩地，纯靠人力既误农时、良田也难种
出好米。”

为了改变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传统农作模式，从创办家庭农场第一天
起，李立平就通过看书、上网、参加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等多种渠道学新技术，还
参加了飞防手操作技能培训。在李立
平经营的专业合作社设备仓库里，开沟
机、植保无人机、旋耕机、收割机、高速
插秧机、烘干机……水稻种植全过程所
需的机械一应俱全，并且已经更新换代
了多次。

在这些农机设备的帮助下，李立平亲
力亲为的时候逐渐减少，甚至当起了“甩
手掌柜”，只需站在田埂上指挥农机手操
作机械，就能快速完成水稻种植的各道工

序，成为田间的“包工头”。
除了全面铺设农机，李立平种植基地

里也是大有文章。近年来，秸秆堆肥、稻
里养鸭等生态循环农业成了他的心头
好。不仅如此，为保障早稻育秧，他还引
进了大棚恒温育秧等。李立平还在田里
尝试用科技手段提高土地产出率，成功探
索出提高水稻用种量、测土配方施肥、病
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地力培肥等十
多项新技术，把种水稻这样的老营生玩出
了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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