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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接力 环保传承

市生态环境局连续四年举办“环保小卫士”活动

垃圾分类小贴士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人口的快速增长，生活垃圾

增长异常迅速，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日益加剧，解决垃圾处理和污
染问题势在必行。通过减少垃圾排放、践行垃圾分类等方式，从
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小事做起，切实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

做节能减排的排头兵。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适当控制家庭
垃圾数量，如家庭中少使用或不用一次性用品、塑料袋；少制造
垃圾，特别是不易分解和有毒有害的垃圾，能循环再用的用品尽
量做到循环再用。

做垃圾分类的推动者。主动关注垃圾分类宣传片、宣传手册
等媒介，认真学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增强垃圾分类的意识，积
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与传播，做“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员。

做垃圾分类的践行者。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各项活动中
来，将废纸、塑料瓶、易拉罐等垃圾准确投放到各分类垃圾桶，形
成良好的环保行为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为家人做好表率，引导家
人按照标识能对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以及其他垃圾
进行正确投放。

做垃圾分类的监督者。强化主人翁意识，敢于担当，及时劝
导、纠正垃圾乱扔乱倒、混装混运等不文明行为，努力以实际行
动维护垃圾分类
的思想共识和行
动自觉。
（来源：北关黄家
塘社区 吴珊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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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洗脸、刷牙、洗澡后的水，去哪
儿了？一滴污水再生需要经过怎样的

“洗练”？在8月15日全国首个生态日来
临之际，湘潭市生态环境局、北京环丁公
益基金会、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组织中小学生开展第四届“环保
小卫士”科普教育活动，带领他们参观河
西污水处理厂，现场感知一滴污水的“再
生之程”。

“趣味冒险”
——从“浊水”到“清流”

8月 14日，迎着晨曦，60多名“环保
小卫士”来到河西污水处理厂，刚好与坐
着“过山车”，经城市下水管网、两座污水
提升泵站，欢快地来到了河西污水处理
厂的污水朋友们“不期而遇”。

在这里，污水们经历了三次“冒险”，
它们冲过了粗格栅、细格栅、沉沙池，把
一路追随它们而来的木板、粗树枝等“大
块头”，以及槟榔渣、卫生纸等漂浮物“甩
掉”。

“甩掉”包袱的污水如释重负地耸了
耸肩，来到氧化沟，早已埋伏在此的“警
察”，把污水中的氮、磷、细菌等绝大部分
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一网打尽”。

轻装上阵的污水哼着小曲，来到二
沉池泥水分离后，分离出来的水通过滤
布滤池过滤掉 10微米以下的悬浮物，再
经过消毒杀菌达标排放，全面除掉“乌纱
帽”的污水变得身轻如燕，舞得更欢了。
这时，“环保小卫士”们注意到污水经过
一次次“冒险”后，变得清如明镜。“原来
污水处理要经过这么复杂的工序和过
程，我们平时一定要节约用水，不往下水
道丢垃圾。”“环保小卫士”管逸然说。

“神奇魔法”
——从“净化”到“养鱼”

“环保小卫士”跟上污水矫健的步
伐，来到出水口，他们迫不及待地跟着工
作人员用勺子把污水舀上来。“真神奇！”

“环保小卫士”们双眼散发出光芒，感叹
科学的力量。

污水神气地说，“现在的我不仅能灌
溉农田，绿化喷淋，还能养鱼呢！”说罢，
又蹦蹦跳跳带领孩子们来到景观池。“我
的水质可是达到了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
厂排放一级标准呢，比国家一级A标准
更严更高。”污水看了看景观池内探出小
脑袋的金黄色小锦鲤，亲切地说，在这里
也能看到池水清澈、鱼翔浅底呢！

污水回忆说，河西污水处理厂 2005
年6月正式运行，随着城市建设和黑臭水
体治理工作推进，污水处理厂经历了一
期、二期、三期提标改造扩建，处理规模
从 10万吨、到 15万吨、20万吨，再到 25
万吨，出水水质也从国家一级B，提升到
国家一级A，再到省地标一级标准。“我越
来越清，才有机会与鱼儿成为形影不离

的好朋友呢！”污水骄傲地说，2021年 12
月底，三期扩建提标后，养鱼景观池同步
投入使用。

“阳光福利”
——从“除污”到“发电”

“我们不仅能干干净净回到湘江妈
妈的怀抱，我们还可以给人们带来‘阳光
福利’呢！”污水“抬头”望了望头顶上的

光伏发电板，再次向“环保小卫士”们炫
耀道。

污水说，这得益于河西污水处理厂
借乘“双碳”东风，与潭州新能源深入合
作建设的“光伏+水务”示范项目。“这里
是湘潭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也是湘潭
市首个大型污水处理厂光伏发电项目。”
污水得意洋洋地说，项目总装机容量
2.07兆瓦，运营期内预计发电量为 4399
万千瓦时，可节约1.58万吨标准煤，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2.5万吨，实现了土地及
空间资源的二次开发利用，每年可提供
约190万度绿色清洁电能。

污水欢乐地跳舞，不厌其烦地告诉
“环保小卫士”们：“光伏+水务”示范项目
最大的益处在于不仅能输送绿色电力，
还能借助光伏板对污水池的遮挡，有效
抑制池内水体藻类生长，提高污水处理
效率，提升入江水质，进一步推动城镇水
环境处理领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检察组织多方调解婚姻纠纷
本报讯（记者 赵明 实习生 袁可怡）夫妻双方婚姻走到尽

头，因不理智还引发了轻伤刑事案件。日前，为修复受损的关
系，湘潭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履职，成功调解了这起案件。

郭某和罗女士本是一对夫妻，但两人的婚姻走到了无可挽回
的地步，两人协议离婚。但郭某认为罗女士与自己离婚，是受到
其母亲雷女士的挑拨，所以郭某在离婚后禁止儿子与外婆见面。

4月30日，郭某得知前妻将儿子带去见外婆，一怒之下持刀
闯入雷女士家，并将前妻罗女士及其母亲、妹妹砍伤。经鉴定，
罗女士姐妹两人伤情构成轻伤二级，雷女士伤情构成轻微伤。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本
案发生的根源在于郭、罗两人的婚姻矛盾及对孩子抚养问题的争
议，本质上是由家庭矛盾纠纷引发，郭某主观恶性不大且悔罪态
度诚恳，其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亦在可控范围内。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结案了事很简单，但检察官
认为“案结事了”才是更有益于双方的发展方向。在调查中，检
察官了解到，郭某家庭经济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一旦被判刑
入狱，一家老小无人照料，两个孩子的身心健康也必将遭受巨
大影响，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家庭矛盾。为此，检察官多次与
双方沟通，细致释法说理，并邀请县司法局、易俗河镇司法所相
关工作人员，组织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家属开展两次调解，最
终郭某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双方矛盾亦
得到有效化解。

近年来，湘潭县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践
行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在办案过程中注重修复被破坏的社会
关系，成功调解一批因婚姻、家庭矛盾、社会矛盾纠纷引起的轻
伤刑事案件，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达到案结、事
了、人和的效果。

古稀老人用文字追忆沉睡水底的故乡
本报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鲁婷

8月11日，《瀔水话旧》新书分享会在湘乡市棋梓镇举行，该
书作者彭典良与湘潭市作家协会、湘乡市委宣传部、湘乡市文
联的领导专家，以及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品读瀔水游子
的乡愁，探寻记忆中的悠悠古镇。

65年前，涟水河畔坐落着一个千年古镇——瀔水镇，这里
交通发达，商贾云集，市场繁荣，乃湘中明珠。1958年，因修建
水府庙水库，瀔水镇属水淹区，房屋拆除，居民搬迁，从此沉于
水府庙水库之下。

65年后，当年在瀔水镇生活的青葱少年们，早已白发苍苍，
他们站在涟水河畔用乡音呼唤着记忆深处永远回不去的故
乡。然而，年轻一代却对瀔水知之甚少，当瀔水的最后一批游
子消逝在岁月中后，还有谁能唱出瀔水的民谣古调，还有谁能
忆起那座长眠于水底的湘中古镇呢？岁月流转，魂牵梦绕的故
乡让古稀老人彭典良拾起笔墨，用两年时间著成《瀔水话旧》，
用文字打捞古镇的记忆，追忆沉睡在水底的故乡。

今年 75岁的彭典良是一位退休教师，他出生于瀔水洲塘，
1955年入住瀔水镇。1959年，因水府庙水库的修建，11岁的彭
典良跟随家人搬迁至棋梓镇，成为最后一代瀔水镇居民和最早
一代棋梓镇镇区居民。

离开瀔水后，彭典良曾多次回到故土凭吊。1971年，彭典
良在瀔水公社教书，有名学生住在当年瀔水完小的房子里，彭
典良十分感慨，这是老瀔水镇唯一的存在了。而如今这处房子
也被拆除了。

两年前，堂叔的去世让彭典良再次感受到了瀔水的消逝。
瀔水镇的建筑不复存在，而“老瀔水人”已渐渐远去，所剩无几，
他已再难找到和他一起谈论瀔水的人。瀔水镇随着时间的推
移，几乎形神消散。思及此处，彭典良感到一种责任，他要将瀔
水的记忆与情感记录下来，让如同他一样的瀔水子民和后代有
忆可追、有迹可循。

2021年秋，彭典良发表了文章《瀔水镇之祭》，后经多次刊
登、转发，在原瀔水镇居民及其后裔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许多人
给彭典良打来电话，或叙谈旧事、纠正文章中的说法，或为彭典
良提供更多关于老瀔水的线索，希望他能继续写瀔水的人和
事。“你写得太好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眼前就一次次出现了
整个瀔水镇的原样，就像放电影一样。”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瀔水
街邻在电话中哭着说。

在瀔水乡亲们的支持和乡情的驱使下，年逾古稀的彭典良
用两年时间四处采访调查和收集求证，陆续发表了有关瀔水风
土人情、风景、人物、传说故事等的文章。

2022年，彭典良刚采访完一位89岁的老先生，一个月后老
先生便去世了，这让彭典良十分遗憾，也坚定了他要出版书集
的心。在世的“老瀔水人”大多年事已高，他想尽快将书集送到
他们的手上，让他们能够借助文字再度回忆65年前的瀔水镇。

今年年初，彭典良自费出版了书集《瀔水话旧》。这本书详
细记录了瀔水古镇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历史典故和传奇人
物等内容，它的出版弥补了瀔水史料的缺失，是古镇的第一本

“史记”，也是湘乡市内的第一本镇记、乡记。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退役军人
安置工作，既关系着退役军人的未来，也
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岳塘区以常规安
置方式为出发点，通过“三大”行动，辐射
式扩大安置工作的“外延”，稳就业促创
业，关怀退役复学，由此构建“大”安置格
局，为安置对象规划未来蓝图。此外，以

“五大”举措惠及退役军人，让安置工作
有深度更有温度。近三年来，岳塘区退
役军人实现100%安置率，安置对象退伍
不褪色，涌现出不少先进典型。

用心用情解决“去哪儿”难题

退役军人回乡，最先面临的就是“去
哪儿”。根据相关政策，满足条件者可被
安置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近年，岳
塘区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一线岗位
中，不乏退役安置对象的身影。

现实中，仍有不少包括符合安置条
件在内的退役军人，没有觅得心仪的岗
位，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怎么做到老
战友的心坎上？岳塘区在“用心用情”上
下功夫。岳塘区根据退役军人就业情况
摸底，搭建了退役军人智慧就业平台，利
用“小马速招”自助终端机为辖区求职者
筛选合适岗位投递简历，对退役军人就
业实施跟踪服务。同时，培育就业创业
基地，与辖区 12家企业签订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合作协议，向退役军人提供对口
型岗位，还以相关惠企政策激发企业吸
纳退役军人就业的能动性。

干过销售，也做过街道工作，贺佳和
张先凡也曾在“去哪儿”问题上有过迷
茫。“什么都干过一段时间，但心里总不
踏实，没有归属感。”2019年岳塘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成立后，贺佳和张先凡像是

找到了“娘家”。恰逢退役军人屈耀华在
昭山创办青少年素质培训学校，岳塘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邓雅誉主动当“红
娘”牵线，贺佳和张先凡入职成为教官，
对参训青少年施行军事化教育感化，“对
孩子们是军事化管理，对我们来说像回
到了部队，很亲切。”这份荣耀和归属感，
贺佳形容“似曾相识”。

2022年岳塘区组织举行退役军人专
场招聘会20余场，实现新增退役军人就业
450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8%。接下
来，岳塘区将组建老兵创业服务队，通过传
帮带，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指导。

一人一策摆脱“怎么走”困境

8月，即将进入海南海洋学院研二学
习的周泳言无畏酷暑，“沉浸式”收集整
理当地红树林生态环境的相关数据。

研究生周泳言的求学之路，可谓一
波三折。2015年，周泳言被湖南城建职
业技术学院录取，大一一次国防教育讲
座，让他萌生了参军入伍的想法，“当时
也是希望能上军校，弥补我高考失利的
遗憾。”然而，2018年退役前，他没能进入
军校，退役回到湘潭继续未完的学业。

想上本科，不只一条路。岳塘区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邓本华第一次见到
退役复学大学生周泳言，就给了小伙子
希望。邓本华鼓励他重新拿起课本，实

现“本科梦”。之后，邓本华又解读了退
役军人专升本加分录取的政策，鼓励周
泳言拿出军人不怕苦的精神状态应考。
2020年，周泳言通过专升本考试考取了
湖南科技大学。

升本后，周泳言把自己的目标定得
更高，决心报考硕士研究生。由于基础
学科知识薄弱，高数相当于从零基础开
始，邓本华又鼓励他顶住压力厚积薄
发。2022年 5月，周泳言收到研究生录
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向邓本华报喜。

实现了专科生到研究生的逆袭，还完
成了战士到勇士的蜕变，“我虽然不是湘
潭人，但退役复学后真正感受到湘潭给予
我的关爱，湘潭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喝水
不忘挖井人，周泳言感谢岳塘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给他指明了奋斗方向。

近三年，岳塘区为辖区退役军人开
展交友、宣导、关爱“三大”行动，通过“一
对一”帮扶、党员结对帮扶、战友“一对
一”帮扶等方式，已累计为 106名退役复
学大学生提供思政教育和心理辅导。

树好导向引领“怎么干”方向

据统计，岳塘区现有“兵支书”32人，
还涌现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方世平、

“永不退休”的老军医李意南、第二届“莲
城最美拥军人物”罗艾群、2022年度“湘潭
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钱聪等先进典型。

长城社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入选全国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退役
军人关爱青少年志愿服务项目。

安置工作，安的不仅是退役军人的
工作和生活，更应该把关怀、政策落实落
地。岳塘区秉承精诚团队、精心服务、精
细管理、精品工程的“四精”目标，以呵护
健康、法律援助、技能提升、就业创业、金
融优惠的“五大”举措，树立良好导向，让
安置对象“路顺心安”，以便全身心投入
地方社会经济建设。

岳塘区通过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介
畅通上下互通、横向联动渠道，实现线上
线下零距离、面对面精准服务。还编印反
映优秀老兵事迹的《回望硝烟》小册子，组
建老兵红色宣讲团，开展“最美退役军人”
评选。暖心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86岁的老兵黄仕钦曾透露“一辈子没有婚
纱照”的遗憾，岳塘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得
知后，马上联合爱心企业为331对退役军
人夫妻免费拍摄婚纱纪念照。

“安置工作是个大工程，给回乡老
兵找个工作，只是起点，服务安置对象
的课题没有结课时间，意味着我们的服
务将不停歇。”岳塘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做好退役军人安置
工作作为支持改革强军、维护社会稳
定、服务地方发展的一项政治任务抓紧
抓实抓好，希望退役军人能切实感受荣
耀感和尊崇感。

此心安处是吾乡
——岳塘区退役军人安置工作走笔

本报记者 赵明 实习生 袁可怡

污水奇遇记
本报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荣晓卉

➡“环保小卫士”进行污水过滤实验
和污水絮凝剂实验。 （记者 陈旭东 摄）

本报讯（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荣晓
卉 黄艳红）8月 15日是全国首个生态
日。8月14日，由湘潭市生态环境局、北
京环丁公益基金会、湘潭市污水处理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举办的“环保小卫士”环
保科普教育活动在河西污水处理厂举
行。这是湘潭市生态环境局连续四年举
办“环保小卫士”活动，今年将持续开展
十场环保科普教育活动，让中小学生零
距离、沉浸式体验环保，传承环保事业。

当天，他们在河西污水处理厂参观
了中控室，了解污水处理实时监控全过
程；现场参观污水从沉砂池、氧化沟、二
沉池，最后到出水，目睹了污水变清、出
水养鱼的神奇过程。当天，他们还观看
了公益动画片，由专业老师授课，开展有

奖问答，并分组进行污水过滤实验和污
水絮凝剂实验。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湘潭市生态环境局特
别重视环保宣教“从娃娃抓起”工作，四
年来，他们组织了一批批“环保小卫士”
走进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踏访湘乡现
代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科普教育基地（湘
乡垃圾焚烧厂），参观湘潭医卫职院人体
生命科学馆，探寻生态环境监测的科学
奥秘，与垃圾焚烧厂亲密接触，探索生命
的无穷奥秘。

“环境监测有神奇的魔力，让我们找
出身边的污染；生活垃圾可以变废为宝，
焚烧发电；污水通过神奇的旅程，可以由

浊变清。”“环保小卫士”龙冠予已连续四
年参加“环保小卫士”活动，他对生态环
境科学充满了好奇，他说，将努力学好科
学知识，发动身边亲人和朋友，共同为守
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连续组织寓教于乐的互动
体验和现场教学环保活动，引发中小学
生探究环保知识的兴趣，激发他们保护
环境的意识，根植环保种子，激发环保梦
想，承担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共同守护
地球家园。

⬆
“环保小卫士”参观污水处理厂，现场

目睹从沉砂池、氧化沟、二沉池，最后到出
水的过程。

⬆“环保小卫士”在出水口见证污水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