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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间环保组织的低碳干预

在自然之友河南小组里，姚卫华也是其中
的铁杆成员之一。找到她，缘于她在论坛上的
一个呼吁性发帖，倡导郑州市政府和群众“夏
至关灯”。在帖子后面，留有她的手机号。

戴着眼镜，非常文气，这是姚卫华给人的第
一印象。在郑州市管城街见到她时，这位“全职妈
妈”背着一个双肩包，好像出门去上学一样。

在她的背包里，藏着不少“秘密武器”：随身携
带的一双筷子、水杯，还有购物的环保手提袋等。
说起参加自然之友的缘由，这位全职妈妈笑称，最
初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在怀孕期间，一次，她买了
一堆顶花带刺的小黄瓜，第二天，黄瓜的“变异”让
她大吃一惊：原本清脆水灵的黄瓜，第二天居然部
分膨大起来。上网一查：这是黄瓜在种植期间施用
了复合肥和农药，残留的激素导致黄瓜“变异”了。

“我参加了自然之友的很多次行动，为了召
集更多人参与，上网发帖，打电话召集，琐碎的活
儿不少干，以致家人都有意见了。”姚卫华说，她丈
夫是一家公司的财务人员，对她的“事业”不支持
也不反对。为了让丈夫也“环保”，姚卫华还动起了
劝丈夫卖掉汽车的念头。

“我们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开展了大量有益的
工作，譬如，倡导节约能源，冬天空调开20℃，夏
天开26℃。夏至关灯；倡导低碳出行，设立无车
日，平时多步行或骑行；搞快乐农庄，推广生态农
业，甚至倡导打造绿色社区，搞蚯蚓家庭养殖，对
生活垃圾分类等。”姚卫华说，目前，自然之友河南
小组的绿色行动，初步得到了市民肯定和支持，参
与的人也越来越多。

姚卫华说：“现在正在开哥本哈根会议，很多
国家都在关注全球的气候问题，进行低碳干预，我
相信，来自民间的公益组织进行的低碳干预行动，
会越来越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可别小看这些蚯蚓，它们吃的是垃圾，拉
得可都是‘黑色黄金’，是能有效增加土壤肥力
的有机肥！”呵呵，“谜底”揭开，晓静养蚯蚓，原
来是为了处理生活垃圾。

12月11日下午，在客厅一角，杨晓静用两
根木棍翻动着三个塑料桶内的“垃圾”，里面不
时可见一条条红褐色肉乎乎的蚯蚓。在其中
一个塑料桶内，还有一长串苹果皮。

城市里长大的女孩子，面对一条肉乎乎的
蚯蚓，第一反应是被吓得尖声大叫。然而，杨
晓静，一个在郑州城市弄堂里长大的女白领，
一家电力公司的文秘，工作之余，却在家里养
起了蚯蚓。

“给蚯蚓上道好菜，它们最爱吃果皮啦！”杨
晓静说，在家养蚯蚓，是应对城市垃圾危害环境
的一种自我尝试。“在城市生活垃圾中，对生态
环境危害较大的是厨余（厨房剩下的——记者
注）垃圾。我的想法就是把果皮、菜叶、剩饭等
厨余垃圾，经过蚯蚓分解后，变成有机肥。”

杨晓静是个有想法的女子，8月 30日，当

她把一公斤蚯蚓拎回娘家，在厨房里把一些垃
圾放在一只塑料桶里，分拣出里面的塑料袋等
物，就开始了养蚯蚓试验。“蚯蚓能消灭垃圾？”
最初，父亲对她的做法颇有疑问，如今，父亲已
能在她上班时，把蚯蚓爱吃的厨房垃圾收集到
塑料桶里。而杨晓静的蚯蚓，目前已开始在三
个塑料桶内“处理垃圾”。

“我自己养蚯蚓，一是想观察蚯蚓的生活
习惯，对出现的问题写出观察日记，二是想在
社区里推广，让这种环保方式在市民中间开花
结果。”杨晓静说，从 3个多月的实践来看，蚯
蚓确实是处理垃圾的能手，如果整个社区都能
因地制宜的养蚯蚓处理生活垃圾，一半的生活
垃圾将可以被就地处理消化。

“我经常观察蚯蚓，记录了大量的日记，了
解蚯蚓的生活习性。我还写了一篇关于蚯蚓
的童话，已请到一名插画师为童话配图，出版
童话小册子后，免费在社区里派发，让街坊邻
居们尤其是孩子们了解蚯蚓，最好把蚯蚓当成
宠物在家里养。”

他们，没有正式的名
分，却和政府一起联手推动
了“夏至关灯”等活动；他们，
没有一分钱报酬却四处奔
走，为了天更蓝、水更绿而呼
吁；他们，都不是专业人士，
却身体力行，养蚯蚓、爱古
树，只为地球少一份负担；他
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以行
动感染家人和邻居，让民间
环保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民
众……他们是自然之友河南
小组的会员。在哥本哈根会
议期间，让我们将关注的目
光聚集他们，聚集他们的“低
碳干预”实验。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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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妈妈”姚卫华▶▶▶
随身带筷子劝夫卖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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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一位结婚刚一年的年轻女子，曾在房
地产公司里上班，如今，也因“痴迷”于当环保志
愿者，成了自然之友河南小组的铁杆成员。

王芳说，她住的地方离郑州晚报远，采访
不用面对面了，通过QQ得了。“打电话辐射对
身体不好，话费也高，你来找我或者我去找
你，都得坐车，还是通过QQ来说最环保。”

“最初的时候，朋友同事都不理解，用
一种轻视的眼神看着你，觉得做作。还有
人说，你们难道就会养蚯蚓，用洗澡水冲
厕所吗？我听了，很难过。我们想要告诉
大家的是，很小的事情，在它背后所产生
的力量。如果人人都能从这些小事做起，
将会产生巨大的环保推动力量。为什么
没有人关注小事背后带来的能量，反而在
苛求我们呢？”

说起环保志愿者所受的委屈，王芳如今
已显得淡然了许多。她说，还是因为市民对
环保的认知不够。如果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
己小小的行为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那就不
会有这些声音了。

就是这样一个新婚不久的女子，却号召
带领一批环保志愿者对郑州的古树进行调查
走访和登记，号召市民爱绿护绿，为地球捧出
绿的希望。

“告诉大家，河南郑州也有这样一个组
织，咱们不比香港、北京差，也有很多民间组
织，大家要共同努力。一定要把我们的声音
传递出去，让大家关注我们，关注我们的环
境！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不希望因为我们
的自私使我们的孩子只能通过图片来认识
动植物！”

“古树卫士”王芳▶▶▶
洗澡水冲厕所带来的嘲笑

杨晓静笑称，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在哥本
哈根会议之前完成的，回头细品一下，她在不
知不觉间正从事低碳干预行动，尽管是属于自
发的民间性质。杨晓静说，她养蚯蚓也好，写
童话也罢，目的只有一个，居民在家庭养蚯蚓，
社区在户外绿地边养蚯蚓，两条线齐头并进，
共同向城市生活垃圾“开战”。

杨晓静还以《简单生活家庭垃圾处理的若
干原则》的书面材料，表述了她的低碳法则。

她主张，每个人都可以以循序渐进践行
“简单生活”的理念，从根本上减少垃圾的产

生；树立“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是因为没有物
尽其用”的理念。在处理有机物(腐败的食物、
瓜果皮等)时，用于堆肥（譬如：郭亮农庄的蚯
蚓可以鼓励更多有条件的社区和个人养起
来），或直接弃于原野，给小动物当食物或让其
自然降解（注意：不要造成环境二次污染）。
处理无机物 (譬如各种过度包装的包装物)
时，最好利用家中的某一处某一物当搜集容
器，装满之后，按照纸张、塑料、玻璃、金属进
行分类，捆扎好，送可再生资源回收站(就是
常说的废品收购站)。

我相信，来自民间的公益组织进
行的低碳干预行动，会越来越得到政
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如果人人都能从这些小事做起，
将会产生巨大的环保推动力量。为
什么没有人关注小事背后带来的能
量？

杨晓静在家里养蚯蚓，她想推广这种处
理垃圾的环保方法。

自然之友河南小组的铁杆成员姚卫华随身带着的环保购物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