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编辑/张红 ■ 美编/郭其瑞

2018年1月19日 星期五视点 3

区文化委员会
区图书馆协办

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
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推荐一部好剧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随着棚户区改造以及长安街西延线

等市属重大工程在我区的建设，一栋栋高
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宽阔的马路穿行而
过，形成了我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自
家，赏心悦目，生活舒适惬意。走出“小”
家，步入社会，置身于天蓝、水清、树绿、路
宽的门头沟区这个“大”家又是如何呢？

有目共睹：近几年，我区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初来乍到的、故地重游的、长
期居住的，都为它点赞。基础设施的改建
使供暖、供电、电信等各种管线入地。道
宽路平了，公交线路增多了，方便了人们
的出行。大小公园的建成，让人们有了休
闲、娱乐、健身的场所。几条污水河沟的
治理还原了河水原本的清澈，空气新鲜
了。黄标车的淘汰，绿地面积的增加，林
木覆盖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好于二级以
上的天数每年递增。走进我区便是走进
了蓝天绿水间，心旷神怡，一片片充满生
机的土地，门头沟这个“家”美不胜收。

当然，门头沟这个“大”家也有美中不
足之处，而其中多个美中不足是人为的，
是有意无意造成的，是有些人没把这个

“大”家当作自己“小”家般的珍爱守护的
结果。攀折树木花枝、踩踏绿地的现象屡
见不鲜；乱贴乱画、小广告随处可见；遛狗

不栓，宠物随地便溺；损坏公共设施的现
象虽有所减少但仍然存在……这些现象
都让美丽的门头沟蒙羞，让人指责和不
齿，更让建设者和卫生环境的维护者心
寒，这些不文明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区的
文明形象。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魅力是树绿、花
艳、路宽、景美，是市民的文明素质程度。
主雅客来勤，这个“雅”包含着文明和礼
貌，包含着待客之道，那些言语粗俗、随地
吐痰、乱扔垃圾的地方怎么会有客人光顾
呢？日久天长，魅力也会逐渐褪去，光鲜
亮丽的“家”也会门庭冷落。所以，希望那
些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尽快提高自身修
养，像爱护自己“小”家一样爱护门头沟这
个“大”家，不做个别人，与大家一起成就
门头沟的美，为全力推进宜居宜业宜游的
现代化生态新区建设，打造幸福美丽门头
沟，为胜利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宏伟蓝图
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玥宁/文

爱“小”家也要爱“大”家
近日，朋友借给我一本他们自己编辑

出版的《青龙河畔的知青们》，很值得一
读。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
设兵团，献过青春、洒过热血的人们，读起
来会感到倍加亲切，它将你带到那火热的
年代，使你更加尊重生命，更加热爱大自
然，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该书与其他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
作者不是某位知名人士，而是黑龙江生产
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九团八连战友，集体智
慧的结晶。

早在 2013年，就有战友提出写回忆录
的设想，八连经过两年的酝酿，于 2015 年
初正式启动。他们针对本连群体普遍文化
水平低的实际，对定位为“小学生讲述自己
身边发生的故事”达成了共识。

经过六个阶段、一年半时间的辛勤耕
耘，这些创作者们克服老眼昏花，提笔忘
字，记忆力减退，上有老下有小，体弱多病，
电脑操作不熟练等各种困难，将那些亲身

经历过、有血有肉、鲜活感人、真实动人的
作品，无私地奉献到广大读者面前。

全书共计 510 页，由窦桂兴书写《序
言》，孙清欢绘制《八连知情足迹图》。图
中有知青赶的牛车、堆满砖的手推车，有
土坯房、帐篷、拖拉机，有树林、秧苗、蔬
菜，还有粮仓、门楼厕所、五号干渠、一号
地等，形象逼真。

书中由青龙河畔的垦荒者、创业者之
路、屯垦积粮、安居乐业 与时俱进、平凡工
作的记录、坚强后盾、畜牧生活、我们的连
部、生活的足迹、生活足迹的韵味、点滴情
怀、丰富的经历 感人的自传、幸福的家园、
青龙河畔不了情，共 14个部分组成，并附
有八连知情名录255人和《后记》。

50 多名战友提供的 500 多张老照片，
100 多张图片，在整部书中散发着青春气
息，书中那些小姑娘穿着军大衣，带着棉帽
子，好一个精神。

轻轻翻开书的第 462 页，王新华写的
《我的父亲母亲》，一看题目就会知道，他的
父母全在北大荒。正像有人形容煤矿工人
那样：献了青春，献子孙。书的上方有一
张身穿军装、头带红五星帽子的年轻照片，

他就是本文作者王新华。第 463页那张充
满着欢笑的普通黑白照，是他们八连在小
树林拍的全家福。

总之，这本书通俗易懂，每一件事情是
知情经历的；每一个故事是真实感人的；每
一张照片虽是黑白色，但他们的表情是青
春稚嫩的，心底是纯洁无暇的。

静下心来读一读这本书，相信我们每
个人，都会感受到那青春燃烧的岁月！

刘庆玲/文

读《青龙河畔的知青们》有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
能制造出很多的生活垃圾，这些
垃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城
市生活的一个污染源，破坏我们
环境卫生，造成环境污染。如何
处理好生活垃圾，垃圾分类就成
了许多城市面临解决的问题。为
此，国务院在 2017年还专门制定
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

前段时间，笔者看到这样一
条消息：北京环卫处微生活处理
中心，在处理生活垃圾上别出心
裁，利用科技手段给生活垃圾贴
上了二维码。他们的做法是，实
行垃圾积分制，让居民自觉地为
垃圾分类。在推广的小区内，每
户居民免费注册，并领取一张磁
卡。然后，将生活垃圾分类打包，
在垃圾袋上贴上独一无二的二维
码，投入到小区里的再生资源回
收柜。最后，工作人员根据不同
垃圾的类型，采集二维码，并将每
袋不同的垃圾的积分录入系统，
居民可用积分换钱。据报道透
露，这种方法得到了居民的认可，
得到了极好的推广。

这是一条利好消息，北京环
卫处微生活处理中心利用科技手
段解决了垃圾问题。但这种方法
能持续多久，这是人们所关心的
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推广垃

圾分类的同时，首先还得对居民
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指导
人们怎样进行垃圾分类，即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制造的那些生活垃
圾，哪些是可回收再生的，哪些是
属于不可回收的，哪些是有毒有
害的。垃圾分类可以借鉴国外其
它国家的先进做法，比如日本。
这个国家就印有垃圾分类的小册
子，一册在手，人们闲时翻翻就可
以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普及垃
圾分类的知识，让人们真正的意
识到，环保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
活环境，让人们自觉地加入到环
保行列中来，以此才能将垃圾分
类进行到底。

其 二 ，加 大 力 度 做 好 垃 圾
分类的宣传工作，让全社会对
垃圾分类的工作重视起来，让
每个居民都知道保护自己的生
活环境，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这关系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同
时，制定奖罚条例，推广垃圾分
类，让更多的人树立以垃圾分
类为荣，不分类为耻的社会意
识 。 这 一 点 日 本 就 做 得 比 较
好，不把生活垃圾分类的人会
受到相应的处罚与他人批评指
责，垃圾分类在日本是一种生
活的习惯。当人人都意识到垃
圾分类利已利国时，就会有更
多的人自觉地加入到垃圾分类

的行列中来，以此才能有效地
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其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
配套设施。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
类了，相关的部门就得为居民提
供分类处理的垃圾箱，垃圾箱不
分类，居民垃圾分类自然也就等
同于做了无用工，影响居民进行
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配
套设施的完善，也是垃圾分类的
可靠保障，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
题。

最后，垃圾分类是一项长久
的工作。政府应尽快介入到这项
工作中来，责任到人做好推动工
作，公共机构，相关企事业做带头
模范。只有政府介入，才能加快
垃圾分类的进程。同时，应该在
小学校进行教育推广，让每一位
学生从小就知道垃圾分类的知
识，并养成良好习惯，自觉地进行
垃圾分类，这也是对小学生环保
教育意识的普及，具有深远的意
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垃圾
的制造者，怎么处理好自己制造
的垃圾，就得从垃圾分类开始。
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时常挂
在嘴边的话，怎样付诸行动，就从
垃圾分类开始，以此保障我们的
生活环境的干净整洁。

温国/文

保护生态从垃圾分类开始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推进，“垃圾围城”之战愈演愈烈，
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也不能幸
免。全国城镇固体生活垃圾总量
位于世界高产国前列，增长率居
世界首位。绝大多数垃圾无法处
理，只能堆放或填埋，进一步加剧
了土地和水资源污染。垃圾其实
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
果能够做好垃圾分类，将可回收
可利用的垃圾变废为宝，既能实
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又能促进垃
圾处理产业化运营并创造巨大的
经济价值。

垃圾分类在我国已经倡导多
年，但是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
想。很多人对垃圾分类的意义还
不够明确，态度还不够端正，丢弃
垃圾时既没有认真分类、又没有
分别投放，致使小区里彩色的分
类专用垃圾桶成了摆设。人们习
惯于将生活垃圾混装混倒，本应
负责监督指导的社区垃圾分类指
导员反倒成为主力军，每日辛勤

劳作也难以一己之力做好整个小
区的分类处理。人们没有树立起
自觉分类处理垃圾的意识，在公
众场所和工作单位也难以真正做
到垃圾分类。长此以往，垃圾堆
积如山，我们又何谈“绿水青山”
呢？

远观全球，公认具有垃圾分
类成功经验的德国、日本等国家
花了几十年时间，统一制定具体
的垃圾分类标准并配备完善的垃
圾回收设施，同时在学校和社区
定期组织专业人士对学生和市民
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注重
培养全社会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的
良好习惯。近看台湾，早在上世
纪 90 年代面临经济高速发展、垃
圾大量产生时就开始实行“垃圾
不落地”政策，每个市民都是垃圾
处理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在家里
将普通垃圾、可回收垃圾与厨余
垃圾分开。2005 年起，台湾环保
部门再次加码，立法强制推行垃
圾分类，居民不进行分类处理，轻

则垃圾会被拒收，重则或被处
1200-6000新台币罚款，台湾环境
由此得到有效改观。

垃圾分类“攻坚战”难以毕其
功于一役，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
法规和配套政策，提升全社会的
认同意识、参与意识，才能有望做
到杜绝垃圾成山，保护绿水青山。

从政府层面，一是要通过立
法制定细化全国统一的垃圾分类
法律法规，加大资金投入，配备分
类设备，环保部门依法履行分类
减量管理职责，奖惩分明、刚柔并
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依法环
保、依法分类；二是宣传部门要加
强宣传，广泛动员，比如充分运用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刊登垃圾
分类专栏文章、推送相关知识、地
铁公交等公众场所循环播放公益
短片等。

从社会力量层面，公益组织、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可以定期举
办垃圾分类宣讲进学校、进社区、
进企业、进机关等活动，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有效提升市民分类处
理垃圾的意识和素质。具体到每
名市民，要明确做好垃圾分类处
理的责任担当，自觉加强分类知
识学习，将自家产生的可回收垃
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毒垃
圾等在家做好初次分类，投放时
虚心接受专业人员的监督指导，
凝聚起全社会做好垃圾分类、播
种绿色文明的强大正能量。

张惠/文

要绿水青山 不要垃圾成山

垃圾分类这一“老话题”，之所
以再次提及，笔者以为，很多人或
许还停留在“可回收垃圾、不可回
收垃圾和厨余垃圾分别指哪些垃
圾？”“为什么要对建筑垃圾、电子
电器垃圾、医疗医药垃圾、病死禽
畜等进行无害化处理”等问题上。
这些问题需要不需要谈？与广大
百姓有无关系？答案是肯定的：需
要谈，与百姓有关系。但更重要的
问题是：垃圾为什么对百姓生活具
有潜在性安全隐患？垃圾分类在
城市文明、乡村振兴、生态安全建
设方面具有哪些重大深远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尊重自然
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
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
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
拒的规律。”在城市化、工业化、信
息化、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垃
圾处理已经上升为生态环境问题，
成为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安全的
重要因素。垃圾分类，不仅体现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要义，而且体现了源头管控、全民
参与、共治共享理念。以餐厨垃圾

为例。餐厨垃圾源自千家万户，每
个人都是餐厨垃圾的制造者。目
前，北京市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为每
天 2750 吨至 2800 吨，而每天产生
的远高于这个数目的餐厨垃圾数
量，对生态安全的危害到底有多
大？专家说：餐厨垃圾里面所含的
淀粉、食物纤维、脂肪、蛋白质等有
机物，极易腐败、发酵、发臭，处理
不当除了会污染土壤水质，严重的
是有些餐厨垃圾会变身为“地沟
油”，回到我们餐桌上。

垃圾分类是建设文明城市、美
丽乡村、生态安全绕不过去的一道
题，不仅必须回答，而且要科学、精
细、优质解答。如今需要分类处理
的垃圾，有百姓日常生活产生的剩
饭剩菜、报刊瓶罐、废旧家具家电、
污水粪便，也有厂矿单位生产的工
业垃圾、建筑垃圾、化工产品垃圾、
医疗医药垃圾、病死禽畜等。无论
哪类垃圾，处理不当都将对人类生
存环境产生危害，有的甚至对一个
地区、一座城市产生多年乃至致命
性伤害。早年美国一项调查报告
显示，美国24个大城市饮用水里所
含的抗生素、镇静剂、抗惊厥剂、镇
痛解热药、性激素等药物残留成
分，就与人们日常大量服用各类处

方药、非处方药有直接关系。这种
“药物含量甚微，不会即刻影响身
体健康”的饮用水，经研究证明数
年内仍然“对人体的肾细胞胚胎、
人类血液细胞和乳腺细胞产生影
响。”“会对野生动植物造成损害，
如造成雄性鱼类雌性化等。”

垃圾分类是实现城市文明、乡
村振兴、生态安全的必答题，是城
市文明、乡村文明、生态文明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需要长期、持
久开展的社会工程。科学、精准、
高效推进垃圾分类，不仅要树立生
态安全理念，坚定科学治理态度，
而且要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垃圾分类与资源科学利用、产业产
品调整、生态平衡密切相关，与百
姓生活质量、健康安全、幸福指数
紧密相连，无异于资源节约、资源再
生，无异于生态净化、环境清洁。所
以，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那样，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
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
色家庭、绿色学校和绿色出行等行
动。”在全社会和广大市民中形成从

“我”做起，从身边每件“小事”做起
氛围，努力营造一个“天蓝、水清、山
绿、气净”的生态安全环境。

垃圾分类
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必答题

京西 视角

随着社会对于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与利用重视程度的提升，作为
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垃圾分类，本世
纪初就已无可争议地被很多国家
提上了议事日程，足见其重要和必
要。而对业已驶入经济发展快车
道的我国而言，在该问题上能否交
出一张合格乃至出色的答卷，当说
关乎着我大国的声望与地位，关乎
着实现我“三步走”伟大战略目标
的进程，关乎着世人对我管理理
念、能力、效率及效益的考察、考
量，必然还有对我国民素质的评判
与看法。因此，充分认识并做好该
项工作，意义重大，刻不容缓。

垃圾分类涉及每一部门每一
家庭乃至每一个人，任何无视、轻
视、不屑、我行我素的想法与做法，
都是主观和客观上的不负责任，自
当摒弃。

不消说，每人每天会产生很多
垃圾，统一填埋费用惊人。据相关
资料显示，每处理一吨垃圾约耗费
人民币400——600元。偌大国家，
13亿多人口外加 1亿多只宠物，垃
圾量可想而知，耗费的人力、物力
自然也可想而知，而现实情况也的
确不乐观。作为世上负责任的大
国，当然不能任由胡乱弃掷垃圾的
乱象长期存在，如此，方是我应有
的姿态与风范。

说起来，作为代谢产物的垃圾
曾像围城一样，困扰过世上多国城
市化的进程。可如今，垃圾非但不
是拖累，反成了一些国家最具开发
潜力且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可

以想见，回收作为一种产业，已在
多国产业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
的位置。如美国华盛顿等 3 个城
市，过去每处理 1吨垃圾需花掉 40
美元，分类处理后，不仅大大节约
了费用，还创造了 5 亿美元的财
富。其办法与途径就是实施垃圾
分类。请看：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
餐盒40亿个，方便面碗5至7亿个，
但有谁知道，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
公斤柴油；回收 1500吨废纸，可免
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
这何尝不是垃圾分类之惠？好处
真的很多：既节约了人、财、物处理
成本，又降低了土地资源消耗量，
还减少了环境污染，改善了生存质
量，具有社会、经济与生态多重效
益。远观近看，于国、于民、于家、
于己，都是件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大
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凡事怕比。据有关数据显示，
欧盟整体的垃圾回收率为 65％。
其中，走在世界前列的比利时竟高
达 81％。街头各色各类的垃圾桶
随处可见。该国还针对不同人群
进行培训，效果就是不一样。以精
细著称的德国大类里面再细分若
干小类。日本横滨市把垃圾类别
细分后，给每个市民发放了长达27
页的手册，其条款有 518 项之多。
还是日本，某地将之细分为 44类，
并提出了 2020年实现“零垃圾”的
目标。

不得不说，相较于这些垃圾分
类已实施了几十年的国家而言，自
2002 年才开始提倡的我国已严重

滞后，就目前看效果也不理想，或
说问题还很多。究其原因，一是重
视程度不够，自上而下，普遍认识
不到位，也不统一，停留于听说、知
道、时松时紧层面。二是宣传力度
不够，比如对重要意义、大国责任
与担当、与建设现代化强国之关系
的宣讲等，都远未深入人心。三是
管理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合力与系
统，建制不配套不完善，约束力差
或毫无约束力，以至形成各吹各
号、任性而为的局面。或可谓以形
式落实形式，怎会有好结果？

笔者建议：一是从思想上深
化、强化，提高认识，这是大前提，
惟思想重视行动才跟得上。二是
加强培训，增强实操性。很多人不
是不想分类，而是不会分，怎么归
类、分装，一头雾水或一知半解，需
专人讲解、答疑(比利时的经验)。
三是管理要跟上。要既严且细，一
杆子插到底，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预
想在前，并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
法。千万莫蹈“共享单车”之辙，一
哄而上，一拍而散；也莫像“居民公
约”一样，贴墙上了事，遵守不遵守
一个样。总之，一阵风、大概齐、睁
只眼闭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
要不得。因其损害的将是国家、公
众、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个人利
益，不可小觑！

说千道万，垃圾分类可变废为
宝，举手之劳就美化了家园。让我
们行动起来，人人担责上肩，各个
身体力行，从你我做起，从即刻做
起！

张栓柱

吕金玲

变废为宝 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