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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破烂王》那是真不赖
中原区仨小学生拍的微电影登上央视

中原区桐淮小学的3名小学生因为一个话题走在了一起，决心干
件“大事儿”：拍一部关于废品分类回收的科学微电影。别小瞧这3
个孩子，他们扛着摄像机走上街头，走访路人和废品回收站，拍出了
一部接地气、采访扎实的微电影《走近破烂王——关于废品分类回
收的调查探究》。5月13日，《走近破烂王》在央视少儿频道金牌科
普节目《芝麻开门》中完整展播，专家们看完后都纷纷点赞：有理有
据，是一个难得的成功案例。这也是河南省第一部登上央视的科学微
电影作品。

这3个小学生分别是刘尚泽翔、吴家昇、王涵。他们用详实的视频
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个最熟悉又最
陌生的行业——废品回收，更深度探索了垃圾分类回收的未来。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杜慧丽 刘慧霞 文/图

桐淮小学教导主任刘慧霞说，刘尚
泽翔现在上六年级，吴家昇、王涵上五年
级，此次微电影的后期剪辑也是他们自
己完成的。

“人们把垃圾投进垃圾箱，这是一种
文明行为……我们学校也设有垃圾分类
回收仓，可它却被闲置在一旁。经过观
察，我们发现，无论是学校还是街道，
所有的垃圾都被混倒在一起……”8
分钟的微电影《走近破烂王》一开始，
一个稚气的声音就点出了垃圾分类存在
的问题：难道就没有从事垃圾分类回收
的人吗？

孩子们突然想到了从事废品流动收
购工作的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破烂
王”，视频此时插入了以往我们经常听到
的走街串巷“收破烂”的叫卖声。

接着，孩子们走向街头，随机采访了
一些人。大家也都表示，现在收废品不
赚钱，已经很难再见到主动上门收废品
的人了。那么问题来了：城市生活垃圾
日益增多，“破烂王”为什么越来越少了？

视频层层递进，此时，孩子们决定走
近“破烂王”，向他们了解废品分类回收
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们在老
师的协助下找到了王叔叔，王叔叔可以
带他们到附近的回收站看看。在其中一
个回收站，孩子们终于见到了一个比较
完整的废品收购链。

这个回收站设有废纸区、塑料区、玻
璃区、金属区、旧木材区。废纸区一个
站点两三天就可以收购 20吨左右的废
纸；塑料区一个站点 3~4天就能装满一
卡车；玻璃区则有啤酒瓶区、无色玻璃
瓶区、陶瓷瓶区、碎玻璃区等，完好的瓶
子摆放整齐送往酒厂，有瑕疵的瓶子要
根据颜色打碎堆放；金属区又分不锈钢
区、铝铜区、生铁区、易拉罐区、铁管铁
栏区等。

往返回收站好几次，孩子们了解到
这些再生资源都是“破烂王”从各个家
庭、单位和商户收取的。他们挨门挨户
收，一件件分拣，完成了垃圾分类回收的
过滤。孩子们说，这些人在保护环境和
减少污染方面功不可没。

关于为什么不想从事收破烂这个行
业？“破烂王”们都说，这个行业没前途，

收破烂不赚钱，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抛出问题后，孩子们也在探索废品

分类的出路。孩子们说，郑州有一个“环
保卫士”团队，他们将废品回收搬到互联
网上，人们通过手机微信下单，就会有工
作人员上门回收。他们车辆统一、服装
统一，让人们感觉收废品也很规范。孩
子们在微电影的最后说，期待这种“互联
网+垃圾”的收废品模式早日走进每家每
户，也期待蓝天白云、绿树鲜花、清新的
空气与我们常伴。

据悉，5 月 13 日，央视《芝麻开
门》节目展播的内容均是在 2016年第
七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上获一
等奖的影像作品，《走近破烂王——
关于废品分类回收的调查探究》是其
中一个。

节目中，对于桐淮小学 3名小学生
的表现，专家表示，孩子们能在探索中
寻找问题，非常“可爱”，尤其最后对“互
联网+垃圾”的挖掘，很了不起。

据孩子们说，在拍摄刚开始的阶
段，“破烂王”们拒绝接受采访，拍到的
镜头太少想放弃。后来，老师出谋划
策，小朋友们也会特别留意家里的废纸
箱、易拉罐等废品，搜集一段时间，便赶
紧喊小区里的废品流动回收人员上门
回收。卖过废品，小朋友们就会适时攀
谈：“现在收垃圾行情怎么样啊？”“您知
不知道哪里有垃圾回收站？”趁机对他
们采访，获取信息。据指导老师时军风
说，视频别看只有8分钟，其实孩子们从
去年 3月份就开始拍摄了，拍了将近半
年的时间。

环境科学博士、生物学教授姜冬
梅看完《走近破烂王》后说，刘尚泽翔、
吴家昇、王涵 3位同学像真正的大记者
一样，扛着摄像机走上街头、走进废品

回收站，走访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的“破
烂王”，拍出了一部关于中国垃圾分类
回收问题的真实可信的科学纪录片。
他们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一个特殊
的人群、了解了一种特殊的行业，更给
了观众一个看待中国垃圾分类回收的
特殊思路。他们是一组善于观察、敏
于思考、敢于行动的科学小分队。短
片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对收废品这样
一个特殊的群体展开了调查，展示了
“破烂王”在垃圾分类回收上的特殊
作用。垃圾的回收利用是环境领域
的老话题，但是深入收废品的人群却
是一个难题。该短片的研究团队能
够通过反复、多次拜访，使被采访者愿
意交流、沟通，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成
功案例。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原来如此》
栏目制片人薛建峰对这部微电影也给
出了高度评价：“‘收破烂’的同期声音
效、街头的采访、面对镜头的结论表达，
以及与‘破烂王’近距离接触时的平和
对话，显得调查更接地气、真实可信。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没有以偏概全，而是
身临其境，站在理解的角度看待‘破烂
王’这一行业，体现了小学生们的社会
责任感。”

“这部纪录片能在众多作品中脱颖
而出，我们也很惊喜，在央视少儿频道
播出让孩子们信心爆棚。”桐淮小学校
长胡秀春说。

这 3个孩子的成绩离不开桐淮小
学浓厚的科技教育氛围。 2015 年 9
月，为了推进学校的创客课程建设，学
校在香港青少年科学研究院的指导下
开设了以激发和培养青少年科学探究
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科学微电影》校本
课程。

科学微电影是青少年小创客们利
用摄像机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科
学探究活动，并用 8分钟的电影短片呈
现出来。两年来，《科学微电影》项目的

辅导老师带领微电影小创客们不仅学
习了摄影技术、剪辑技术等，还学会了
如何用独特的眼光和视角去看待周围
的一切，逐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2016年，桐淮小学共完成了 5部科
学微电影，其中《走近破烂王》在国际
第一届青少年科学发现影像大赛中荣
获二等奖，在第七届全国青少年科学
影像节中荣获“科学万花筒”选题提名
奖和一等奖的好成绩。《长尾巴的灰喜
鹊和喜鹊》《毒电池的危害——关于废
旧电池对大蒜生长影响的研究》《奇怪
的清道夫》《有趣的防滑性》等作品也
在国际、国内的大赛中获奖。

桐淮小学
培养孩子用独特的眼光和视角去看待事情

登上央视《芝麻开门》栏目
专家评价：调查接地气、真实可信，很了不起采访扎实、调查深入

看看这仨孩子是怎么拍出《走近破烂王》的

孩子们在采访

走访“破烂王”

微电影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