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贺玉凤】

午报记者： 您捡拾垃圾， 最
大的收获是什么？

贺玉凤：家里人一开始反对，
平时我老伴儿都不和我一起出
去，嫌寒碜。 他当时总跟我抱怨，
都在一个农场上班， 一说谁谁谁
的媳妇是捡垃圾的， 这脸上实在
挂不住。那天掉河里回到家后，老
伴看着我又生气又心疼。 可他还
是做好了一个“抄子”，足有三四
米长， 让我再捡河里的垃圾时候
就用这个！ 老伴说我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一个人要是到这个份上，
再反对也没劲了，别出事就行。后
来我还影响了家人， 儿子儿媳包
括小孙子，全部参与到环保中来，
为身边的环境越来越美贡献全家
的力量。 现在还能带领那么多志
愿者加入到环保队伍中， 对我来
说是最大的肯定和收获。

午报记者： 以前您不会手机
拍照，现在开始天天晒朋友圈了？

贺玉凤：世园会、冬奥会即将
在延庆举办， 很多延庆人都更加
关注环保了。 现在环保的大形势
要求我必须学会拍照， 我会在捡
垃圾的间隙拍下延庆的山山水
水，美丽的海坨山、妫水河、稻田、
雪景等，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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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看来， 捡垃圾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 可对于贺玉凤来
说，这是她坚持了20多年，且最引
以为傲的事。 今年60周岁的贺玉
凤是个土生土长的延庆农民，对
于这片生她养她的热土， 她看得
很重， 爱得很深。 只要发现地上
有垃圾， 她都会弯腰捡起。 22年
来， 贺玉凤在延庆妫水河两岸义
务捡拾了数以万计的塑料袋、 快
餐盒等白色垃圾。

22年如一日捡起30
万个塑料瓶

说起贺玉凤的环保史， 还得
追溯到1996年。 贺玉凤家距离妫
水河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她每天
都会到河边遛弯。在她的印象里，
以前延庆山水间的垃圾没有这么
多。随着环西湖观光道路的建设，
妫水河畔逐渐成为延庆乃至北京
市民休憩的好去处，特别是夏天，
河边钓鱼游玩的人更多， 河岸边
的垃圾也随处可见。

回忆起小时候的妫水河， 那
是贺玉凤童年的天堂： “那会儿
河里水清见底， 鱼在水里跑都能
看得特别清楚。 七八岁时， 我和
玩伴经常在河里摸螺蛳、 虾米、
抓鱼， 还去河里游泳， 水捧起来
就能喝。”

看到人们把垃圾扔河里， 贺
玉凤心里就隐隐作痛。 “当时就
觉得不美观， 挺好的环境被垃圾
破坏了 ， 别人不捡 ， 只好我来
了。” 连她自己都没想到， 不知
不觉， 这一捡就是22年， 光塑料
瓶就捡了30多万个。

刚开始， 贺玉凤只是遛弯的
时候顺便捡， 但她发现只要两天
不去捡，地上、河里的垃圾就越积
越多。尤其夏天，很多人去河边烧
烤，垃圾量能翻倍。 于是，只要有
时间 ，她每天要去捡拾两三次。
贺玉凤通常凌晨4点就出家门，冬
季大约7点出门，雷打不动。 “一般
我早中晚各去一次， 总担心不去
的话垃圾越来越多。 ”

“哪有什么手套装备，直接背
着个装化肥的蛇皮袋就出去了！ ”
贺玉凤说， 多的时候她一天能捡
200多个瓶子，装四五大袋，还不

算纸巾、快餐盒、竹签子等。

为捡河边瓶子落水
差点丢了命

一开始很多人对贺玉凤的举
动不理解， 甚至把她当作捡垃圾
的“拾荒人”，见了她都躲得远远
的。平常被叫做“捡破烂的”，贺玉
凤已经听习惯了，可委屈到掉眼
泪， 是几次极端的经历。

2000年左右的一个夏天， 有
几个人在河边吃烧烤， 边吃边喝
已经醉醺醺。 “他们丢了垃圾还
不 让 我 捡 ， 当 时 我 刚 要 过 去
收拾， 一个喝醉酒的中年男子就
对我破口大骂： ‘你赶紧走！ 再
不走我打死你！’ 被人这么一吆
喝， 我特别委屈。” 贺玉凤回忆，
她当时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可
看到垃圾还扔在原地， 她就等那
些人走了又回去把垃圾收拾了。

也是在同一年冬天， 有人在
妫水河冰面上一边钓鱼一边喝饮
料， 随手就把空瓶丢在脚边， 还
有一些包装纸、 塑料袋散落在冰
面上 。 贺玉凤过去想帮忙捡起
来， 没想到那人张口就是污言秽
语， 还大声吼她： “你给我小声
点， 我都钓不着鱼了， 你还在这

里瞎晃悠！” 彼时， 贺玉凤委屈
地只能自己偷偷掉眼泪。

2003年的一天， 贺玉凤为了
捞河边的一个瓶子， 不小心掉进
了河里，幸亏岸边的河水浅，没出
什么大危险，可她裤子全湿透了。

从坚决反对到全家
参加志愿活动

要说捡垃圾， 家里人的态度
一开始是坚决反对的。 但自从那
次掉河里之后， 老伴彭玉钟的态
度发生了质变。

两个儿子小时候对捡垃圾没
概念 ， 还会跟在母亲后面帮忙
捡， 等长大了， 也成了贺玉凤的
“反对派”。 有一回， 大儿子彭霏
心疼地劝贺玉凤， 想每个月额外
给她三百块钱作为补偿， 让她不
要再捡垃圾了。 贺玉凤坚定说不
行。 “你给我三百能把妫水河的
瓶子买走不？ 能把空气买好不？
你就是每个月给我三千、 给我三
万， 延庆的天能变蓝吗？ 水能变
清吗？” 贺玉凤说： “儿子， 你
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你们记着，
他们扔到河里的是垃圾， 妈妈捡
起来的是美德啊！”

贺玉凤的痴心打动了家里所

有的人。 儿子儿媳包括小孙子，
早就加入她的阵营了。 大儿子在
史家胡同小学、 大儿媳在板厂小
学， 都是教师。 “我妈捡垃圾图
的是延庆的蓝天， 我们回家就是
吸氧来了。 我妈一直用行动在诠
释。” 大儿子彭霏说。

贺玉凤的大孙子彭小川今年
9岁， 从4岁开始就跟着奶奶出去
捡垃圾， 三年前， 大孙子注册成
为一名小小志愿者。 每周日， 儿
媳妇带孩子参加各种志愿活动。
“小孙子今年5岁， 只要跟爸爸妈
妈回延庆看我俩， 他就拽我说，
‘奶奶走， 带我去捡垃圾’。”

发动志愿者保护冬
奥赛场环境

贺玉凤爱护妫河、 捡拾白色
垃圾的举动， 渐渐流传开来， 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2014年 ，
贺玉凤发起成立 “夕阳传递环保
志愿服务队 ”， 有医生 、 老师 、
环卫工人， 还有延庆一中的一千
多名学生。 “一说要捡垃圾，他们
都会自发跟我去， 每次搞活动都
有新队员参加。 ”队员们到妫水河
两岸、各大景区、海坨山冬奥会赛
场等地开展志愿环保活动， 把环

保理念传递给了更多人。
世园会、 冬奥会即将在延庆

举办， 延庆人也更加关注环保。
在贺玉凤的带动下， 冬奥会延庆
赛区所在地的张山营镇西大庄科
村， 村民自还发组织了海坨志愿
服务队， 每周捡拾海坨山地区的
垃圾， 义务保护未来冬奥赛场的
环境。

2017年贺玉凤评上了 “北京
榜样”， 儿媳妇特意给她买了个
手机， 教她玩微信、 学着发朋友
圈。 今年10月17日下午2点， 贺
玉凤发了一张自拍照， 搭配着8
张红叶和雾气茫茫的秋景图， 还
有一句感慨： “只有好景才能映
衬好人， 只有好环境才能衬托好
景色， 好环境又是保护出来的。”
镜头里， 贺玉凤逆着光， 笑得很
自信， 也很幸福。

□本报记者 马超

贺玉凤：捡起的不是垃圾是美德学学榜榜样样
我我行行动动

——————榜榜样样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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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姜洋：发动企业建会要有“三心”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谈起今年落实市、 区工会部
署， 结合辖区实际， 指导辖区各
类企业建会的过程， 丰台花乡地
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姜
洋最深的感悟就是： “耐心、 诚
心加上责任心”， 此外还要多沟
通， 多接地气。

花乡地处南四环城乡结合
部， 在辖区村属集体企业已全部
建会的情况下， 本着 “哪里有职
工， 哪里就要有工会” 的原则，
在花乡地区工会主席张春生的引
导下， 姜洋和同事把建会的重点
瞄准了辖区各类非公小微企业。

由于非公企业的经营者和劳
动者大都是外来进京务工者， 刚
开始找企业谈建会时， 企业担心

员工分散， 流动性大， 建会后杂
事多， 对建会都有一些顾虑和犹
豫。 本来已经谈好了， 但当进入
信息采集等实质步骤时， 可能企
业方又 “变卦” 了。

“因此， 在与企业方建立联
系后， 我们就 ‘趁热打铁’ 地一
次次到企业上门讲解， 指导建会
的每一步过程。 例如， 有的企业
单独建会后需要开立 《工会法人
资格证》， 我们就提前与丰台区
工会组织部门约好时间， 再叮嘱
企业人员带齐所需的各项材料，
及时完成建会手续 。” 姜洋分享
了她建会的经验。

据姜洋介绍， 北京志广富庶
农产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社区连锁
便民企业， 以农产品种植、 销售
为主要业务， 是家百人企业。 企

业入驻花乡辖区后， 姜洋和工会
的同事们第一时间与企业方取得
了联系， 经过一次次面对面深入
沟通， 最终完成了建会。 为丰富
企业职工的业余生活， 他们为企
业送去了书柜、 图书、 电视机等
物品 。 企业工会负责人十分激
动： “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终
于在花乡找到了 ‘家’， 从你们
的关怀中， 我们感到加入工会绝
不后悔！”

“每到这个时刻， 我们也挺
感动的。 我们每一次深入企业宣
传、 发动建会的过程， 都是一次
‘真心换真情’ 的行动。” 姜洋感
慨地说。

据记者了解， 从今年3月份
起， 姜洋和工会的小伙伴们已在
辖区的纪家庙 、 高立庄 、 羊坊

村、 新发地、 草桥、 黄土岗、 四
合庄、 六圈村及非公规模企业志
广富庶公司 ， 相继举办了12场
“职工沟通会 ”， 发放宣传材料
4680份。

“我们和各村工会干部现场
讲解工会组织的性质、 工会会员
互助服务卡承载的温馨服务等。
虽然很繁琐， 但是想到能够让更
多职工加入工会大家庭， 再辛苦
也是值得的 。” 姜洋说 ， 今后 ，
他们还要继续通过 “职工沟通
会” 的方式， 以了解职工之情、
掌握职工之需、 帮扶职工之难、
畅通职工入会为抓手， 最大限度
地吸收辖区更多企业职工加入到
工会组织中来， 让职工感受到工
会娘家人的温暖， 是他们工作的
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