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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村民习惯将生活污水直排屋外，混合

着垃圾的污水还会流入村里的河道。“一到

雨季，河中污水被上游来水冲进海里，加剧

了对大海的污染。”王衍军回忆。

虽然小河口村过去每年都会集中清理

垃圾，却始终治标不治本。

痛定思痛，2021年起，滨海度假区管委会

对小河口村生活污水处理进行系统改造，

每家每户的排水管道都融入污水管网，

生活污水流入集中收集罐，定期抽运至污

水处理厂。

村内的垃圾则采取定点投放，每天都

有垃圾清运车清运并统一处理。王衍军与

十余名保洁员一起，每天对海岸沿线环境

进行巡查，发现垃圾，及时清理。

“村里干净整洁，沙滩洁白如雪，吸引

了不少游客观光，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也

成群‘来访’，我们村的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善。”

王衍军说。

从“绿一代”“光一代”看“发展
之变”

一边，生产线上火红的钢坯正被轧制

成钢材，另一边，水清见底的池塘中鱼儿游

得正欢，这确定是钢铁厂的生产车间？

“这是我们减污降碳的创新之一。”天津

荣 程 联 合 钢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能 源 环 境

技 术员王国明自豪地说。这位钢铁集团

的“绿一代”，10 年间见证了这家传统钢铁

企业的蝶变。

印 象 中 的 钢 铁 行 业 ，企 业 车 间 总 是

“黑脏乱”，烟尘滚滚与灼热高温，伴随着

生产的过程。

天津作为国家首批七个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省市之一，从 2013 年开始，对重点企

业实施碳排放配额管理，荣程成为天津市

第一批试点纳入企业。多年来，荣程建设

配套节能环保设施累计投资超55亿元。

两年前，企业完成了工业废水回用零

排放项目，生产污水经处理后全部回收利

用，车间的鱼池就是验证污水处理水质的

最好证明。“午休时我们常聚在池边看鱼儿

游弋，有的工友还特爱侍弄一旁的花草。”

王国明笑着说。

节能减排的行动不止于此。

“集团‘见缝插针’在车间屋顶、600 亩

污水处理厂水面铺设了光伏板。”行走厂区

中，王国明指着一片片光伏板介绍，车间屋

顶光伏板每天的发电都用于生产。

“过去，我们是碳排放‘大户’，如今，却

能够通过交易富余的碳配额获益，今年就

收益 800 多万元。”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柴树满说。

2000 多公里外，“光一代”也在感受“发

展之变”。

“10 年前，我大学毕业到油田时，充满

了希冀和忧虑。”玉门油田新能源事业部项

目管理科副科长胡龙说。

玉门油田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但

历经 80 多年开发建设，剩余可开采量日益

减少，资源品位下滑，面临严峻挑战。

“油三代”胡龙原先所在的水电厂，使用

小型燃煤机组，单机容量小、能耗高，随着

石油储量下滑，转型迫在眉睫。

2020 年，甘肃开启新一轮新能源产业

发展热潮。

玉门油田所在的河西地区风、光资源

富集，戈壁面积广袤，发展新能源条件得天

独厚。乘着政策东风，油田调转“船头”，驶

向新能源“蓝海”。

当年，玉门油田制定第一个新能源业

务发展规划，组建新能源事业部。学电气

自动化的胡龙开始专事新能源业务。

那年9月，玉门油田老君庙太阳能综合

利用示范项目开工，“转型”关口，设计、施

工等各方人员铆足劲头，克服种种困难，试

点项目仅建设两个月便投入运营。

“项目实际年发电量大大超预期，运行

近3年来效果良好。”胡龙说。

2021年，玉门油田200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在大戈壁破土动工，年底并网成功，成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首个成规模集中

式并网发电示范工程，打破了中国石油对

外供应清洁电力零的突破。

如 今 ，玉 门 油 田 清 洁 电 力 装 机 规 模

达 50 万千瓦以上，年均对外供应新能源

电力达 10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 21 万吨

标油。

“总书记强调，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有序

发展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可再生能

源。”如今的“光一代”胡龙说，老油田的新

能源事业还在路上，转型跨越仍在继续。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3位老人的爱心故事

“生命不息，普法不止，我愿在三尺讲台上度

过余生。”8 月 12 日，66 岁的翟学荣告诉记者，在

退休后的 6 年时光里，他已先后走进 500 余所学

校，向青少年开展普法教育。

翟学荣是陕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一名退

休干警，在岗时一直从事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2017年退休后，他继续奋战在普法第一线。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给青少年进行普法

教育，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翟学荣说，自己喜

欢给大家讲，孩子们也喜欢听。

翟学荣最近有件高兴事：在他的帮教下，昔

日失足少年小王（化名）如今已成为一名品学兼

优的研究生。今年 6 月初，小王还特意邀请他前

往学校，参加自己的研究生毕业典礼。

小王是一名家境贫寒的留守儿童，从小和奶

奶相依为命。由于父母在教育和陪伴上的缺失，

导致他从小性格就十分自闭。

2010 年，小王因经不住诱惑，交友不慎误入

歧途，最终进了未管所改造。在未管所的4年间，

翟学荣经常与小王谈心，在教导他重新做人的同

时，还鼓励他不要因此放弃人生，努力在改造中

好好学习文化知识。

从在职到退休，翟学荣一直十分关心小王的

身心健康、学习成长，教育引导他要走好后面的

人生路。

2020 年，翟学荣得知小王考研被录取后，立

即拿出1000元退休金，让小王购买学习用品。

如今，小王已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他向翟学荣

承诺，会用所学的知识为社会作贡献。

“13年的时间，我改变了一个孩子，为社会培

养出一个人才。”翟学荣激动地说，给青少年进行

普法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心灵有所收获。

翟学荣认为，教育青少年最忌空讲大道理，

必须做到每堂课都以案释理、以案励志，让青少

年通过典型案例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

翟学荣总结出一套自己的讲课方法：每次讲

课前，首先会跟学校负责人进行详细沟通，了解

学生们喜欢听什么、学校最近关注什么；然后认

真准备课件，把理论与案例结合起来，用讲故事

的方式，让法律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每次讲课时，翟学荣都会带两台笔记本电

脑，防止一旦出现问题，另一台电脑可以立马顶

上去，确保不耽误上课。

多年来，翟学荣先后制作课件、讲稿、PPT、音

视频上千件，收集整理有关职务犯罪案例、未成

年人犯罪案例、忏悔书、改造心得和校园欺凌等

资料上千份，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制作普法挂图

上百幅。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也深受广大

听众喜爱。

2021年，翟学荣被陕西省委依法治省办评为

陕西省第四届“十大法治人物”，被中国关工委、

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评为“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

优秀辅导员”。

“只要生命不息，就会一直坚守在讲台上，

用晚年的余光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翟学荣

说。近年来，他在讲课之余，还积极投身法律援

助工作。

今年 4 月，有朋友向他反映，安康市平利县

一名初中生遭到同学暴力欺凌，身心受到严重

伤害。得知情况后，他一边向有关部门反映，

一边自费前往平利进行法律援助，并与当地法

院、公安局、教体局进行座谈，赢得了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

翟学荣：把余生献给三尺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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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一点左右就要开始准备老人

们晚上的伙食了……”8月9日下午，记者在

灞桥区白鹿原狄寨街办杜陵村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见到裴建春时，他正在为养老服务中心

的老人们揉面蒸馍，准备晚上的主食。

提起裴建春，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对

他的评价是精神矍铄、勤勤恳恳、乐于助人。

今年 65 岁的裴建春，是灞桥区水泥厂

的一名退休司机。他16岁就进了水泥厂当

司机，下岗后又开了 20 年的出租车，直到

2013年退休。

2014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裴建春加入

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先后在灞桥区六厂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灞桥区构件厂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杜陵村幸福院工作，至今已9年。

“居家养老服务是帮助老年人尽可能久

地在自己家中独立生活。”裴建春说，自己日

常主要工作是对老人进行日间照料，负责买

菜做饭、送餐刷碗。

每天上午 9 时许，裴建春都会准时开始

忙碌。茄子烧豆角、红烧豆腐、排骨土豆、拉

面、米饭、馒头……一道道营养又可口的饭菜

整齐地摆放在餐桌上，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

一起，一边拉家常一边吃饭。

“这里环境好，离我们家又很近，非常

方便。平常孩子上班很忙，每天和大家聚在

一起聊聊天、唱唱歌，心情十分好。”正在就

餐的刘大爷说。

一菜一汤、一粥一饭，暖胃暖心。“一日三餐”看似简

单，但对独居老人来说，却是生活中的大事。“烧菜对于岁

数大的老人来说是件麻烦事，他们大部分腿脚都不利索，

有的老伴去世后子女还要忙工作。”裴建春说，除了住在

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还有很多老人待在家里，自己每天

做好饭还要骑着小三轮挨家挨户去送饭，一天两顿雷打

不动。

裴建春每天凌晨4点半就要起床买菜，晚上下班差不

多就到了8点，这也是他9年来生活的常态。

由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直入不敷出，裴建春上班几

乎没有工资，就是个志愿者。每天一餐花费12元，老人们

感到很实惠，但除去成本、房租、员工工资，公司还需要资

金补贴。

“有时养老服务中心资金实在运转不过来，我都是拿

自己的退休金先顶上。我不求别的，只希望这些老人能吃

好住好。”裴建春说。

问及晚年投身养老事业有没有后悔过，裴建春说：“保

尔·柯察金曾说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这一生就像一颗螺丝钉一

样，既然选择留在这里，就要勤勤恳恳地把事情做好，照顾

好这些老人。”

寂寞时能有人聊天，饿了能吃上可口的饭菜，这是许多

老年人晚年朴素的愿望。9年来，裴建春说自己已记不清

送过多少餐了。

“我愿意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去哪

里。”裴建春说，只要自己身体还硬朗，就会为养老中心的老

人们一直服务下去。

“温暖别人、快乐自己，默默地发挥光和热，这

是我最大的幸福。”8 月 9 日，聊起自己的晚年生

活，刘淑芹说十分喜欢这样充实且快乐的日子。

今年 63 岁的刘淑芹家住西安市莲湖区西市

东桃园社区，年轻时，她一直以务农和四处打零工

为生。2012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加入了陕西省

慈善协会先锋志愿者服务队，11年时间里，她以志

愿者身份先后参加了近百场公益活动。

“晚年生活也要活出精彩，用有限的时间干有

意义的事。”刘淑芹说。

2012年夏季的一天，刘淑芹接到志愿者服务

队的活动通知。作为一名新队员，她有些紧张，害

怕自己胜任不了这份工作。

活动当天，刘淑芹跟随志愿者服务队来到西

安市天合老年公寓慰问孤寡老人，大家一起为

老人们做饭、唱歌，有位老人还跟她聊起了自己

的事。

这位老人年过七旬，到养老院已2年多。由于

儿女都在外地上班，一年见面次数屈指可数，志愿

者服务队的到来，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

“这次活动对我影响很大！自己微弱的奉献，

也能给他人带来快乐和温暖。”刘淑芹说，从那以

后，自己更坚定了扎根做公益服务的决心。

2016年，刘淑芹和其他志愿者来到渭南市华

州区渔池村鱼池明德小学，开展为留守儿童送温

暖活动。

临行前，刘淑芹和队员们特意跑到超市，给孩

子们买了巧克力、面包等食品和一些学习用品。

在到校分发食品时，刘淑芹看见小李（化名）

独自蹲在角落，就走上前去递上食品，但小李没有

打开品尝，而是默默地把这些装进了书包。

经过细聊，原来小李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他想

把食品留给他们。得知这一情况，刘淑芹心里很

不是滋味。

“每次到乡村学校开展公益活动，我都积极报

名。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关心留守儿童不是件小

事。”刘淑芹说。

2021年11月，刘淑芹得知志愿者服务队要到

临潼区铁炉初级中学开展慰问活动，担心孩子们

保暖问题的她，还专门带了几件棉袄。

当天，志愿者在给学生讲故事时，中间一排的

小王（化名）却有些心不在焉。刘淑芹走近才发现

孩子还穿着单衣单裤，她立即把携带的棉袄穿在

了小王身上。

刘淑芹鼓励小王，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成才。

多年来，刘淑芹在帮助学生时，总是教育孩子

们要努力奋斗，将来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2022 年，刘淑芹加入了西安慈善大秦志愿

者服务队。今年“六一”儿童节，她和队员们来

到临潼区东岳中心小学，给孩子们送去食品和

学习用品。

刘淑芹说，自己在公益事业中还要继续发光

发热，温暖他人、快乐自己。

□ 记者 殷博华

□ 记者 殷博华 文/图

刘淑芹老人

裴建春正在揉面蒸馍 实习记者 秦瑶 摄

翟学荣和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