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延庆区张山营镇小河屯村村民贺玉凤
□本报记者 盛丽

义务捡拾垃圾的“环保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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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密云区大城子镇环保中心主任张印如
让山区农村环境倍儿有面儿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如果在你的印象里， 农村还
是门前侵街堆柴 ， 房后私搭乱
建 ， 路侧狭窄 ， 环境杂乱的样
子， 那么你就落伍了。 日前， 记
者跟着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密
云区大城子镇环保中心主任张印
如走在大城子镇的山村小路上，
干净整洁的农村环境实在让人觉
得“倍儿有面儿”。 原来侵街占道
的木柴，如今或上房或进院，小街
小巷干净整洁不说， 小轿车也有
空间行驶上路了。 用农村建筑垃
圾建成的路旁“阻流墙”，不仅保
持了水土，更点缀了农村面貌。说
起这些让农村大变样的小工程，
张印如满脸骄傲与自豪。

环境整治不是表面工作
103个村子6年大变样

张印如是2012年调任大城子
镇环保中心负责全镇的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的， 说起这农村的环境
卫生 ， 可不仅仅是简单的扫马
路、 清垃圾。 “多年来， 老百姓
生活垃圾随处倾倒， 随地掩埋的
习惯早就形成了， 难以撼动的生
活习惯下还有对公共空间据为己
有的传统观念。 所以以前在大街
小巷里碰到私搭乱建、 乱堆乱放
的情况， 着实不好管。” 张印如
说， 环境卫生的工作， 比他想象
中的难度大很多。

但再难的工作也怕遇到肯花
心思的人。 2012年， 大城子镇政
府成立了一支环境综合整治队，
下决心要改善农村环境。 首当其
冲的带队人就是张印如， 他亲自
带队上街打扫卫生， 清理垃圾，
改善农民环境 ， 眼看着 “脏乱
差” 的河堤平地， 变成了村民休
闲遛弯的好去处。

“开始的时候，我们以公路沿
线为重点，进行清理整治，效果非
常明显。 ”张印如指着大城子镇中
心街区告诉记者， 但这样的整治
方法却引来了老百姓的不满，一
些群众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光
做表面工作”的难听话，让政府环
境整治工作面临尴尬。

“要整治就得全方位 ， 公路
两侧 ， 山村深巷 ， 哪都不能落
下。” 结合实际情况， 大城子镇
党委政府及时总结经验， 调整工
作思路， 改变了以公路沿线为主
的治理方式， 开始以行政村、 自
然村为单位， 以侵街占道、 乱堆
乱放、 积存建筑垃圾、 私搭乱建
为重点， 采取地毯式推进的新模
式， 逐村逐户地开展环境卫生治
理工作。

据了解， 大城子镇镇域面积
144平方公里， 全镇22个行政村，
103个自然村， 沟域面积大 ， 人
口居住分散， 要想逐村逐户开展
环境卫生治理工作， 可不是一项
小工程。 “没关系， 一家一家整
治， 一户一户清理， 总有做完的
那一天。” 张印如不是个害怕困
难的人， 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和
努力 ， 截止到2017年底 ， 103个
自然村的环境整治工作都已经完

成。 不管是镇街中心， 还是边远
村落 ， 经过6年时间的整治后 ，
村民的生活环境俨然算得上 “大
变样”， 老百姓的称赞之声也不
绝于耳。

边干边创新思路
让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在庄头村村西， 张印如带记
者在一片空地上停下来， 他告诉
记者， 这片平整的土地原来是个
大大的垃圾坑， 村民有垃圾倾倒
到这里。 不仅脏乱， 还直接威胁
到了旁边河道的环境。 “为了整
治这里， 我可没少下功夫。” 张
印如说， 清除所有垃圾是小事，
如何填埋平整这片土地那就让人
伤脑筋了。

后来， 同样让人伤脑筋的建
筑垃圾处理 ， 让张印如眼前一
亮， “一个是东西没地方处理，

一个是缺东西填埋。 这不正好契
合在一起嘛。” 想到用建筑废料
填坑的办法， 张印如的工作瞬间
理顺了很多。

张印如指着这片空地告诉记
者， 未来， 他想把这片空地规划
为停车场， 供前来山区旅游的游
客停车休息。

穿梭在山村小路上， 记者发
现， 很多村子的进村路边都有十
多公分左右的护坝， 有的地方因
地制宜还更高一点。 经过询问才
知道， 这就是张印如带队垒砌的
护坝和挡墙。

“在农村，很多道路边就是农
民的田地， 道路的界限并不十分
清晰，有的村民侵占道路不说，更
有道路反噬田地，让土地流失。 ”
张印如告诉记者， 这些护坝的作
用， 不仅明确了道路和田地的界
限，看起来也美观，更保护了路旁
的作物和农民的田地。

张印如说， 除了这些低矮的
护坝， 还有很多山坡路旁也垒砌
了两米多高的挡墙。 在庄户峪进
村的路上， 记者就见到了这样用
石头砌成的挡墙。 “原来这里就
是一段土坡， 下雨的时候， 常有
石头和泥土从山坡上冲下来， 阻
碍交通。 水土流失和交通隐患都
让村民十分担忧。 ”张印如说，经
过几次考察， 他决定在这里修建
挡墙，避免安全隐患，但由于位置
正处转弯处， 他又担心交通视角
问题，于是一点点测量计算。虽然
没有做过泥瓦匠， 不懂这些设计
问题， 但经过张印如设计规划出
的挡墙， 不但起到了保持水土的
作用，也不影响交通视线。

而值得一提的是， 张印如修
建的很多护坝和挡墙都是就地取
材， 利用村里原有的建筑垃圾废
料垒砌而成。 这种变废为宝的方
法，着实节约了大笔的材料成本。

带头亲力亲为
全镇村民几乎都认识他

采访中， 张印如带记者走访
了几个村子。 对于每条街巷， 他

都非常熟悉， “过去的六年， 我
几乎每天都是在村子里度过的，
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 走在村
子里， 常有村民主动和张印如打
招呼。

这也难怪， 像普通的建筑工
人一样， 每次的治理现场都有张
印如的身影， 弄得全镇村民几乎
都认识他这个环境 “管家。”

“整治的时候， 我们主动为
村民拿出环境整治办法， 挨家挨
户帮忙处理垃圾， 甚至连木柴都
帮忙整理得干净利落。” 张印如
回忆， 也有不理解和不支持的村
民 ， 但 谁 不 愿 意 自 家 门 前 干
干 净 净呢 ， 很多曾经反对的村
民在看到整治效果后， 都主动找
到环境整治队， 要求整治自家门
前环境。

据统计， 几年来， 张印如带
领环境综合整治队完成了103个
自然村的环境整治任务， 清除生
活垃圾及建筑垃圾26万吨， 捡拾
白色垃圾2万余公斤， 清理乱堆
乱放 3800多处 ， 清理卫生死角
3500多处 ， 拆除私搭乱建630多
处 ， 垒砌护坝和挡墙超过一万
米， 修复残墙断壁500多米， 疏
通垒砌配水沟600多米， 栽种绿
化树木2800余棵。

这些数字背后是张印如6个
春秋的辛苦， 但他却觉得收获了
很多， “整治的过程中， 老百姓
保护环境卫生的意识也在逐渐提
高， 为了保持我们的劳动成果，
我们还出台确立了村级一把手总
负责的管理机制， 并要求领导小
组定期或不定期对村内环境进行
检查和监督。” 张印如说， “环
境整治好了， 村民们的生活也会
更舒心， 这不正是现在一直在说
的 ‘获得感’ 嘛。”

是啊， 在这山青水秀的乡村
里， 环境资源所带的财富是取之
不尽， 用之不竭的。 告别时， 张
印如还不忘向记者 “打广告 ”：
“我们大城子生态环境好， 乡村
居住环境好， 就连水果特产都特
别甜， 欢迎越来越多的游客， 到
我们的美丽乡村做客。”

贺玉凤是北京市延庆区张山
营镇小河屯村村民， 她坚持在妫
河两岸义务捡拾垃圾有20余年，
成为远近闻名的 “环保奶奶 ”。
贺玉凤说自己被提升为 “环保奶
奶” 是后来的事儿， 因为近年来
大家都有了环保理念。 最初那些
年， 她被称作 “垃圾奶奶”。

时光要追溯到 1996年 。 一
天， 贺玉凤沿妫河沿岸遛弯， 无
意中看见路边有不少空塑料瓶。
“当时就觉得不美观， 挺好的环
境被垃圾破坏了， 我就把它们捡
了起来 。” 连她自己都没想到 ，
不知不觉， 这一捡就是21年， 仅
塑料瓶就有30多万个。

刚开始， 贺玉凤只是遛弯的
时候顺便捡垃圾。 但是她发现只
要两天不去捡， 地上和河里的垃

圾会越来越多 。 尤其是到了夏
天， 很多人去烧烤， 垃圾量也会
翻倍。 于是， 只要有时间， 她每
天要去捡两三次垃圾。 夏天， 贺
玉凤通常凌晨4点就出家门， 到
了冬天她大约7点出发。

贺玉凤的行为常被人叫做
“捡破烂的”， 对此她已经听习惯
了， 但有几次经历也让她感到很
委屈。 一次， 有人在河边边钓鱼
边喝饮料， 还随手就把空瓶扔到
河里。 于是， 贺玉凤上前劝说。
没想到 ， 对方张口就是污言秽
语。 “最委屈的是掉河里那次。”
贺玉凤回忆， 岸上的垃圾比较容
易处理， 但是看着河里的垃圾只
能干着急， 有一次她拿着棍子去
捞河里的垃圾， 却一不小心滑到
河里， 裤子全湿了。

回到家后， 她老伴又气又心
疼：“我说不让你捡，你非要捡，没
淹死就算便宜了。 ”贺玉凤忍住委
屈去做早饭，饭做好了，老伴也做
好了一个工具。 “再捡河里的垃圾
就用这个吧！ ”接过老伴亲手做的
工具，她很感动。

贺玉凤的“痴心”也打动了家
里所有的人， 她的儿子儿媳和孙
子早就加入她的环保“阵营”了。
贺玉凤的大孙子早在6岁时就成
为东城区最小的志愿者。近两年，
贺玉凤还组织了一支环保志愿服
务队———“夕阳传递”。 队员中最
年幼的是自己的小孙子， 而最年
长的也有七十多岁， 队员中还有
英语特长志愿者。

大家会在妫河两岸、 各大景
区开展志愿环保活动。 为了联系

方便 ， 贺玉凤准备了一个电话
本， 记下队员的电话号码， 有活
动就通知。 “现在有一百多人跟
我一块捡垃圾。” 贺玉凤说。

2017年贺玉凤被评选上了
“北京榜样”， 儿媳妇特意给她买
了手机， 教她玩微信、 学着发朋
友圈。 对此， 贺玉凤特别高兴。
“我们有一个榜样沙龙群， 前几
天有个老姐妹儿说给我点赞点得
手都酸了。 我就说， 您点赞我也
捡， 您不点赞我也捡。”

如今 ， 贺玉凤成了环保名
人， “好多人见到我， 都主动把
垃圾送到我的环保三轮车上， 还
亲切地喊我一声 ‘环保奶奶 ’。
我老伴现在也忙得很 ， 人家说
了， 你是环保奶奶， 我也得做环
保爷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