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俯拾之间，文明拔节生长
■本报记者 沈隽 余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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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消失失的的烟烟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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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小荷
开遍莲城

■本报记者 沈隽 余俞乐

身着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
持垃圾钳……在丽水市区的街
头， 你时常能看到一群人在捡拾
烟头的身影，他们就是“小荷志愿
者”。 小荷志愿服务队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成立以来， 从最初成
立时的 16 人， 如今已经扩充到
133 支分队，21300 余名成员。 在
处州大地的角角落落里，“小荷志
愿者”唱响了一首落小落细、聚沙
成塔的文明之歌。

对于捡烟头这件事，“小荷”
们回忆： 起初这一举动看起来有
点“怪”，而且在当时常会引起行
人们侧目，甚至被认为是作秀。功
夫不负苦心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
坚持，“小荷” 的做法渐渐感染了
周围人，乱扔烟头的少了，主动捡
烟头的多了。活动取得了认同感，
街上的这些“小荷”们彼此碰到时
还会默契相视一笑， 感觉特别自
豪。

还有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
件起初许多人认为“费力不讨好”
的事情， 还迅速赢得了各个层面
的点赞、 认同和跟进。 当时，由
233 家市直单位和城区企业先后
承诺“办公区域无烟头”，1600 多
名志愿者走上街头捡烟头， 万名
群众同签名。在两个多月内，莲都
区发起的创建 “一个捡不到烟头
的城市” 活动由点及面， 迅速扩
散，古堰画乡成了“无烟头景区”，
市区花园路初步建成了 “无烟头
街”，绿洲花苑成为了“无烟头小
区”……一个个“无烟头示范点”
如雨后春笋般在丽水城区涌现。

从捡拾烟头开始， 这群暖心
的“小荷”逐渐参与到更多的社会
活动之中。

这些年来，从寒冬到酷暑，从
白天到黑夜， 从大街小巷到网吧
车站， 从交通路口到家家户户，
“小荷”们已经成为丽水城市文明
建设的排头兵。 2016 年，“小荷”
荣获了 G20 峰会志愿服务全国
先进集体称号；2017 年莲都小荷
公益协会荣誉丽水市创建工作二
等功。

不知不觉中， 小荷的身影已
遍布莲城， 是丽水人参与文明创
建和日常生活的一种时尚方式。

从“烟头革命”的“三不”说起
■本报记者 沈隽

“不设立专职机构、不安排专项经费、不摊派
硬性任务”，这是丽水在开展“烟头革命”之初定下
的三不原则。 数年之后， 回头再看这项 “三不准
则”，依然让人心生感慨：植根人民依靠群众，凝聚
民心汇聚民智，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正是从这项“三不准则”起步，这些年来，从
“文明城市”到“城市文明”，文明已成为丽水街头
巷尾的美丽风景。

市民们顺手把街边垃圾、烟头捡起，斑马线前
文明礼让，人们热情为游客指路……如今的丽水，
文明之花盛开，绚烂多姿。 正如人们所说，丽水城
市整洁干净、斑马线礼让、助人为乐、扶老携幼等

等诸多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的文明进步，感到
了文明给城市环境、 市民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带
来的无限美好。

回望过去，我们深深感到，如今丽水这座城
市的文明是多么的来之不易：2008 年，我市全面
启动 “六城联创 ”工作 ，吹响了文明创建的冲锋
号 ；2015 年 ，“创国卫 ”之战刚告捷 ，丽水便立即
向着全国文明城市发起了冲刺。 十年间，全市上
下同心协力 ，全力奋战 ，最终以全省第一 、全国
第 四 的 总 成 绩 成 功 夺 取 了 城 市 评 比 最 高 荣
誉———“全国文明城市”的桂冠……在这个过程
中，丽水的环境更美了，丽水的城市文明程度也

在不断提升。
文明化人，润物无声。 文明之风正在吹遍丽水城

乡的每一个角落， 深深地根植在每一个丽水人的心
中。 当下， 又一个关系着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细节工
作———垃圾分类正在市区全面推进，数以万计的丽水
市民正在积极参与其中，也切身感受着垃圾分类对生
活环境、城市文明带来的改善。

我们相信，怀抱着对城市文明的追求，这股文明
的风气和理念将在丽水持续传播，将会让丽水的外在
颜值和内在气质更上一层楼，会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
美好。

深度时评

烟头，是一座城市中最不起眼的垃圾，也是人们最习惯乱丢乱弃的垃圾。 “打造一座捡不到烟头的城市”，是丽水市莲都
区在 2015 年 5 月 31 日作出的庄严承诺。丽水，这座以生态文明著称的山城，以捡烟头为切口，以打造“一座捡不到烟头的城
市”为品牌，全力打造文明城市，提升居民素养。

小小的烟头，引发的是一场城市的文明变革。 这个小小的烟头，也成为丽水通往文明的阶梯。 俯拾之间，消失的是烟头，
冉冉升起的是丽水的生态文明之风。

“捡烟头”破解“城市病”

行走在丽水街头，无论是熙熙攘攘的白天，还
是霓虹闪烁的夜晚，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场景：一
群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手系红袖章、拿着铁
钳的人，聚精会神地沿街捡烟头。

从满头白发的热心老人到七八岁的孩童，从
新生代企业家到普通工人……这群红色身影是来
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他们身份各异， 但目标相
同———“将莲都打造成一个无烟头城市”。

把时光拉回到 2015 年 5 月 31 日， 丽水打响
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烟头歼灭战”。

但捡烟头人人能做， 却不是人人会去做。 为
此， 当时任莲都区委书记的葛学斌就捡烟头展开
谋划和调研时，就有人断言：发动一群人捡烟头容
易，大家都来捡烟头难；捡一天烟头容易，长期捡
烟头难；局部无烟头容易，全城无烟头不可能！

对这三个问题， 这位区委书记的回答简单有
力：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洁净是基
础，全面捡烟头，既是卫生工程，也是文明工程，虽
然有困难， 但我们有能力和决心, 把这个事情做
好！

着眼于此，在创建“一个捡不到烟头的城市”
活动正式进行之前， 莲都区的领导们首先开始了
徒步巡城查烟头， 希望先就全城哪些地方哪些时
段烟头最多，是什么样的人群最易随地丢弃烟头，
先加强哪些设施可以起到最好效果等情况进行摸
底调研。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15 年 6 月 1 日，
《文明示范街（道）创建试点实施方案》出台，随后
几天内，任务分解表、巡查制度、日报制度、月点评
制度和检查标准等先后出台。 围绕着 “一个小烟
头”，莲都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出乎许多人意外的是， 市区主要领导身体力
行， 成为整套捡烟头工作的强大助推力。 短短几
个月时间， 从最初的 16 名志愿者到人数破万，从
质疑作秀到全民认可， 之后一年里丽水的城市变
化，让所有丽水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环境好了、
干部作风好了、老百姓生活也好了。“无烟头城市”
品牌创建博得掌声一片，百姓点赞，游人称颂。

一道流动的风景

通过小烟头这个小切口， 丽水破解的是一座
城市的发展之题。 在这场“烟头歼灭战”中，越来
越多的丽水人认识到，烟头的消失不是靠捡完的，
而是靠大家不扔。

2016 年 5 月 29 日晚上 7 时 ，“小烟头大文
明，护航 G20”小荷志愿服务表彰活动在市区纳爱
斯广场举行。 300 多名穿梭在这座城市大街小巷
义务捡烟头的各界群众代表， 走上了领奖台领取
奖牌。 而在台下，万名小荷志愿者、莲都区 30 万
名干部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密切关注着这场“烟
头大会”。

从 2015 年 5 月 31 日，莲都区创建“一个捡不
到烟头的城市”启动的一年时间里，上街捡烟头行
为星火燎原，从 1 个人扩散到 30 万人。

一个自上而下的谋划迅速转变为一场自下而
上的全民行动，莲都区的 30 万居民，俯拾之间，都
成了一道文明的风景。

浙江乾麟缝制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雨带领
员工， 每周都会抽出三四个晚上去花园路、 防洪
堤、 解放街等地捡拾垃圾。 作为莲都区新生代企
业家志愿者，鱼跃公司董事长陈旭东还推出了“烟
头换酱油”活动。 百货大楼党支部还推出了“凡在
商场内捡烟头， 即可免费办理会员卡一张” 的活
动； 莲都农商银行支部则在花园路与中东路路口
推出“烟头换纸巾”……

2016 年 5 月 23 日，4A 级景区古堰画乡正式
推出一个举措：游客只要在景区捡到烟头，就可以
在游览结束后，到指定地点兑换现金领红包。 当 5
月 27 日活动正式结束之时，交出了一张亮眼成绩
单：96 个小时，1 万元人民币，33000 多个烟头。 近
4000 名游客参与其中，在俯身捡拾烟头的细小行
动中践行文明。

不仅如此， 这场原本定位于市区的文明创建
活动，还迅速蔓延到莲都区的多个乡村。 “烟头换
肥皂”“烟头换积分”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如雨后春
笋般冒了出来。一位村干部这样说：“烟头都没了，
谁还好意思丢垃圾？ 家门口干净了， 游客更愿意

来，我们的民宿生意才更好。 这样的事情，谁不愿意
干？ ”

当如此多的单位、社区、志愿者团体纷纷加入捡
烟头队伍时，外来游客时常会发出一句感慨：“丽水有
一道流动的文明风景。 ”

洁净街头吹拂文明新风

环境的提升，是“捡烟头”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
花园路是市区的主干道，这条路上的保洁员杨美丽对
此感触颇深：“现在， 这一天下来也捡不到几个烟头。
这在以前，百米路段一个往返就能扫出上百个烟头。”

如今，“捡不到烟头城市” 已成为丽水响亮名片，
2016 年入选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十大案例，得到省委、
省政府领导及多家中央媒体的点赞。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从看似很小的一个烟头入
手，爱国爱乡、共建文明的社会风尚加速形成。

在丽水，“文明礼让斑马线”已成为丽水驾驶员的
一种“条件反射”。 不仅市民深受其惠，外地游客一样
交口称赞。 丽水公交车、出租车礼让率均 100%，社会
车辆 90%以上。 来访的国际友人也惊讶：丽水文明礼
让程度赶上了欧洲城市！

2017 年 11 月 17 日，丽水经过三年的不懈奋斗，
在全国参评的 100 个地级市中夺得“全国第四、全省
第一”的骄人成绩，创下浙江省历届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考评的最好名次，捧回了沉甸甸的“全国文明城市”
牌匾。

载誉“全国文明城市”之后，经常化文明创建让文
明之风吹遍丽水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年来，“小荷”志愿服务每月“逢九”活动风雨
无阻。 在腊八节，“小荷”志愿者在市区多个地方发起
“一碗腊八粥，温暖一座城”的全城志愿公益活动，为
广大市民免费派发上 5 万份腊八粥； 在丽水高铁站，
“小荷”志愿者分别在售票厅门口、售票窗口、自助售
票机旁，引导、帮助旅客买、取车票；在 2018 新年伊
始，“小荷”在“洁净我的城 迈上新征程”活动中走进
大街小巷、各个乡镇街，对各种栏杆、电话亭、果皮箱、
公交站亭牌等公共设施进行清洗……

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处州大地上，烟头没了，一股
澎湃的文明之风却冉冉升起。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