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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面孔

采访中，石义生总是拿
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无论
是谈环保意识、环保政策、环
保科技，还是垃圾的流向问
题，都能在他的笔记中找到
最新的信息。

记者在翻阅中看到，笔
记上写着“垃圾分类实施从

2010 年 10 月 1 执行，商店
垃 圾 分 类 回 收 的 原 则
是……”

“这是你的环保笔记
吗？”记者问到。石义升腼腆
地合上环保笔记，笑着说：

“我就是个开小卖铺的下岗
工人，见人就谈节能理念、

金属污染、垃圾分类，很多
人觉得可笑。在生活中琢磨
出来的很多环保想法，我愿
意写到环保笔记里。”在生
活中看到关于环保的任何
信息，他都会摘抄下来。他
说：“我还有很多环保的问
题没弄明白，现在做的也都

是一些面上的事，垃圾回收
只是环保的一部分。”我更
关心的是垃圾回收后的流
向是否是无污染的。

石义升一再表示：“我做
的事情微不足道，还是多宣
传下怎样环保吧！”

初见石义升，是在乐园小
区的花园里，他一手抱着铝锅、
一手提着水壶，边走边跟小区
的熟人打招呼：“老王啊！今天
别用电烧水了，一会儿给你送
两壶用太阳能烧开的水。”

48 岁的石义升是一名普
通的下岗工人，在乐园小区
开了一间小卖铺。今年 3 月

份，他从夏张买了两个太阳
能反光板，以后每天，只要不
下雨，都用它在小区的花园
里烧水。赶上天气条件好，19
分钟就能烧开一壶，他就免
费给周围的居民供开水。

“我用太阳能反光板烧
水，不在乎一天能烧开几壶热
水，也不仅是为了省电省钱，而

是希望通过科学示范，让大家
伙知道，怎样把无污染的能源
应用到生活中。节能环保，不能
只喊口号。”石义升说。

说到此，石义升的脸色
出现了一丝忧郁。他告诉记
者，在使用太阳能烧水的事
情上，最让他头疼的就是安
全性问题。乐园小区的工作

人员乔女士找到他说：“用太
阳能烧水是好事，但放在花
园里存在安全隐患，万一刮
风烫到孩子，就不好了。”

为了这事，石升义像打
游击一样换地方。但当好奇
的市民对太阳能烧水感兴趣
时，石义升又忍不住向别人
讲述使用太阳能的好处。

用太阳能烧水免费送邻居

在石义升的小卖铺门
口，放着三个大纸箱，两个塑
料桶，纸箱里分类回收着塑
料、纸片、金属。两个废旧的
塑料油桶里塞满了回收的费
电池，大约有 500 节。

“老石垃圾分类回收的想
法挺好，但做起来难啊！”小卖

铺的工作人员张女士无奈地
说。

“别人的垃圾怎么扔我管
不了，但我自己小店的垃圾我
一定要坚持分类回收。”石义
升坚决地说。在小卖铺的墙
角，放着石义升回收的两桶旧
电池。塑料桶用白纸包裹着，

上面写着“5 号 7 号旧电池储
存罐，有毒勿动”的标示。只要
有顾客来买电池，他便嘱咐顾
客几句：“废旧电池有辐射，用
完了别乱扔，我回收。”

当记者问他准备怎么处
理废电池时，他说：“这是我遇
到的最大难题，电池是回收

了，下一步怎样进行无害化处
理，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让
在中国石油大学上学的儿子
给他查资料，找到省商检局的
崔鹤博士出主意，希望能找到
一条无污染的回收利用道路。

不但卖电池还管回收

“我就是个开
小卖铺的下岗工人，见人
就谈节能理念、金属污染、垃

圾分类，很多人觉得可笑。在生活中
琢磨出来的很多环保想法，我愿意写到
环保笔记里。”
“我把环保当成后半辈子的事业，我

现在才刚走上环保的路，很多想法需要
在生活实践中提高。”

——— 石义升

每天环保笔记本不离身

他说

“我把环保当事业”
一位下岗工人的绿色梦想
文/片 本报记者 刘丽

石义升在写环保笔记。

石
义
升
在
调
试
太
阳
能
反
光
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