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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捡拾一次垃圾不难，捡拾一段时
间的垃圾也不难，难在坚持 35年而毫不松懈、
难在家人反对依然如故、难在从一个人的战
斗到全家人的参与，老兵吕庆荣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了什么是追求、什么是信念、什么是
志愿、什么是美德。“吕卫士”“吕环保”的美誉
所折射出的细节之美，点滴之美，散发出耀眼
的道德光芒。

今年 4月 3日，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
树活动时强调，要坚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全
社会人人动手，鼓励和引导大家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一起来为祖国大地绿起来、美起
来尽一份力量。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然
而，曾几何时，我们头顶的天空似乎不再像童
年那么蓝、身边的河水不再如儿时一般清澈，
城市被垃圾包围、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
日益加剧……一系列环境问题正在威胁着人
类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生存。

现实中，一些情况也颇显尴尬。比如景点
垃圾成堆，一些人在网上疾呼提高国民素质，
线下却随手乱扔果皮纸屑。英国著名社会学
家、政治学家吉登斯指出：全球变暖带来的危
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
中它们不是有形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
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总结
起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破坏环境不好，可谁也
不愿改变自己的行动。

保护环境是国策，更是每个人责无旁贷的
义务，只有每个人都能心中有畏、心中有惧、心中
有戒，保留最基本的底线意识和红线思维，才会
做践行公益的倡导者、参与者和实现者，而不是
毫无关联的旁观者，或者是反道而行的破坏者。

生态受损非一日之寒，改变也非一日之
功。公众广泛参与，是环境保护成功的必由之
路。从“要生存”到“要生态”，从“要温饱”到“要
环保”，守护绿水青山，不仅是责任，更是我们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幸福新生活的来源。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广泛激活环保微
力量，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争做公益环
保的参与者、守护者和正能量的传递者，就一
定能筑起保护环境的绿色长城，中华大地也一
定会山川秀美、江山如画。

（作者为辽宁省营口军分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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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吕庆荣义务守护碧流河的先进事
迹被当地10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打那时起，
人们对他的行为不再是指责和嘲讽，而是投以
敬佩和赞赏的目光，对他的称号也由过去的

“吕疯子”变成了“吕环保”“吕卫士”。
吕庆荣的心态也彻底变了，他感觉自己做

的是一份光荣的事业、一份有尊严的公益事业。
吕庆荣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时候，捡拾垃圾都是
偷偷摸摸的，怕别人看见说三道四，现在国家这
么重视环境保护，作为一名老兵，一定要听党的
话，国家号召的就去做，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做。”

最让吕庆荣难以忘怀的是，有一年冬天的
一次环保志愿宣传活动，当时冰雪路滑，他走

到水库边上不慎摔倒，造成锁骨骨折。大连市
政府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安排吕庆荣去安波
理疗医院免费治疗。组织的关怀让他倍感温
暖，也更加坚定了他把公益环保之路走下去的
决心和信心。

交谈中，吕庆荣眼睛里闪着平静的柔光，
笑吟吟地说，回头想想，虽然他走过的路挺难，
但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永远记着自己是一名
党员、一名老兵。

“公益是一种信仰，可以感染和传递。”吕
庆荣深知这个理。他说，一己之力虽然很小,但
是大家的力量是无穷的，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
到一群人，环保路上还有许多老兵在战斗。

为动员更多人加入环保队伍，2009年6月，
在镇党委和镇政府支持下，吕庆荣牵头成立了镇
环保协会，会员有农民、教师、学生、退休干部等，
共有2700多人，协会每月定期搞两次捡拾垃圾
活动。2012年，吕庆荣又牵头成立了18人的老
兵环保志愿队，志愿队不仅捡拾垃圾，还帮助困
难群众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2013年4月，营
口市政府组织了机关干部、教师等800多人赶到
吕庆荣承包的荒山，种下“尚德林”和“爱心林”。

碧流河的水清了，人们的心热了。吕庆荣
一边捡拾垃圾，一边通过微信朋友圈，呼吁人
们爱护环境。吕庆荣的举动持续得到大家的
点赞和支持。有人留言说：“他捡的不是垃圾，

而是我们内心的责任。”“爱上美景的人会发自
内心地保护它，而不是拍照发朋友圈，我愿加
入他的行动。”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被他的事迹感染，更
多的人自愿加入保护生态环境的队伍中。用
一位志愿者的话说，行动比语言更具力量，保
护环境也能成为一件很酷的事。

老兵不老，老兵更是不简单。在吕庆荣的
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大摞荣誉证书，“中国好人
榜”“辽宁省第二届环保杰出人物”“十大感动
营口人物”“营口市首届道德模范”……荣誉的
背后，彰显了责任与担当。

35年来，吕庆荣走过的环保路程达两万多
公里，穿坏了 100多双胶鞋，共使用蛇皮袋近 3
万条，捡拾各种垃圾超过万吨。数字是枯燥的，
却忠实记录着吕庆荣环保路上的初心与坚守。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准备啥时候能干到
头？吕庆荣竟沉默不答。记者蓦然明了，到河
边、山林捡拾垃圾已经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
部分。熟悉吕庆荣的志愿者说，至少在猴年马
月，老吕还干不完；再或许，直到他干不动的那
一天……

公益是种信仰，可以感染和传递——

环保路上，老兵接力战斗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主席对美丽中国建设念兹在兹，始终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5月
22日，李克强总理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现污染防治攻
坚战阶段性目标。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尽管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全社会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未形成，
污染防治仍需继续攻坚。只要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一个天更蓝、水更清、生态
更美好的美丽中国就一定能够变成现实。本期视点，记者走近环保志愿者、辽宁省营口市退役军人吕庆荣，探寻他的公益
环保之路。 ——编 者

最是最是坚守动人心坚守动人心
——探寻环保志愿者探寻环保志愿者、、退役军人吕庆荣的公益之路退役军人吕庆荣的公益之路

■本报记者 孟凡利 赵 雷 通讯员 王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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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时节，九曲十八弯的碧流河，在辽南
的群山中欢快地穿过。流水碧蓝，像一条明洁
的绸带从天上飘落。放眼望去，有一个身影在
河堤岸上走来走去，不时弯下腰捡拾垃圾，他
就是环保志愿者、退役军人吕庆荣。

从22岁到57岁，35年的坚守，始于一名老兵
的初心本色。令老兵欣慰的是，碧流河附近随手
捡拾垃圾的人越来越多，河水晶莹碧透，清澈见
底。两岸柳丝婆娑，绿草茵茵，景色美不胜收。

面对记者，吕庆荣说：“环境保护关系子孙
后代。作为一名老兵，有义务、有责任保护我们共
同的家园。”吕庆荣家住辽宁省盖州市什字街镇
邢家沟村，这一带是山区，一到汛期山洪暴发是

常有的事，谈起1981年7月28日发生的那次特
大泥石流，吕庆荣至今还心有余悸：山体被冲塌
了、树木被折断了、房屋被冲毁了！

因为那次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吕庆荣的生
命航迹就此转舵。正当受灾村民恢复生产、抗
灾自救期间，吕庆荣光荣入伍。在部队训练工
作之余，那场泥石流惨烈的场景，始终在他脑
海中挥之不去。

1984年年底，吕庆荣退役回到老家，可眼
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山上的树没剩几棵，光
秃秃的，过去常见的狍子、山鸡也没了踪影，
更让他痛心的是村庄前面的河道内全是垃
圾。小时候，时常可见鱼儿嬉戏的碧流河成

了天然垃圾场，吕庆荣似乎听到了河水在痛
苦的呜咽。

离村子10多公里远就是碧流河水库，绕村
而过的小河就流入水库。碧流河水库是大连
市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地，退一步讲，即
便不是水源地，这么好的山水，垃圾到处都是，
怎能不令人心痛？

“碧流河养育了两岸无数儿女，作为一名老
兵有责任守护好母亲河。”吕庆荣暗下决心 。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河边捡拾垃圾
除了遇到清运、处理等问题，种种非议也让他
吃不消。

不光是外人说闲话，家里人一开始也坚决

反对。“你不嫌寒碜，我们的脸上也挂不住
啊！”母亲劝他赶紧找一份正经工作。恰巧，
镇林业站要招聘护林员，吕庆荣心想这是一
个好机会，如果能当上护林员，既可以护山看
林，又可以清除河道垃圾，一举两得。不久，
吕庆荣如愿以偿当上了护林员。他在自己的
护林日记本上写道：“一直觉着我的根在大
山，看见树被伐了、水被污染了，就像断了我
的根一样。”

1985年 1月，是吕庆荣公益环保生涯的起
点，那一年 22岁。为了找回心中美丽的画面，
从此，吕庆荣与垃圾较上了劲儿。

吕庆荣一边看护山林，一边捡拾垃圾。铁
锹、铁钩子、蛇皮袋是他的主要工具。他将垃圾
聚成堆，然后用自家的牛车运到远离河边三四
公里的地方挖坑埋了，有回收价值的就送到废
品站。

吕庆荣回忆说，当时一天拉一趟，一连拉
了五六天，才将村前河道内的垃圾全部运
走。其实，那时脑袋里也没有绿色环保的理
念，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让目所及处能清清
爽爽。

碧流河养育两岸无数儿女——

守护母亲河，老兵担起重任

清理完村前河道的垃圾后，吕庆荣将捡拾
垃圾的范围扩大到碧流河水库周边区域。从
他的住处到碧流河水库，一个来回就要20多公
里，从最开始走着去到骑自行车再到骑摩托
车，后来，吕庆荣干脆买了一辆三轮车专门用
来清运垃圾。

“为让子孙后代看到这里的美丽风光，作
为党员，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累都要坚持到
底。”吕庆荣告诉记者，一年中他有两个时间段
最忙：一是年关，大伙儿都置办年货，塑料袋用
得多，冬天风又大，吹得满山都是；再一个是开
春，如果不把河边上的垃圾及时清除，怕到雨
季时冲到碧流河里去。

辛苦只有自己默默品尝。1996年深秋，吕

庆荣像往常一样去碧流河边捡拾垃圾，一不小
心掉进了齐腰身的河里，但他顾不上回家换衣
服，一干就是3个多小时，当忙活完回家时身上
的衣服也快被身体烘干了。转年开春时腰痛
病发作，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又是针灸又是
喝中药，腰痛病刚见好，他就带着妻子和孩子
一同去河边捡拾垃圾。

凡事贵在坚持。为了从源头上除掉垃圾
的污染，吕庆荣还自费购买了 12个垃圾桶，安
放在附近的中小学校园内，并经常到学校宣传
环保知识。同时，他还多次到周边的企业搞环
保宣传。渐渐地，吕庆荣的举动得到越来越多
的支持。当地政府重拳出击治理了一些污染
环境的企业，让碧流河水逐渐恢复了昔日清水

绿岸、鱼翔浅底的面貌。为了让人们谨记环境
恶化带来的教训，吕庆荣在碧流河边的一块石
头上找人刻上了“故乡万岁，记住泥石流”几个
大字。

石碑无言，流水有情。看到河边的垃圾越
来越少，前来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还
有拍婚纱照的年轻情侣，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
衷和选择。

“山上栽满树，等于修水库，水多它能吞，
水少它能吐”，对于这句谚语，吕庆荣有着深刻
的理解和体会。

村子西边有一片荒山，他决定将这片荒山
承包下来，绿化荒山，涵养水源。

承包荒山，在吕庆荣的亲朋看来，无异于

愚公移山。吕庆荣说：“对于这件事，家人不
理解、朋友不理解，他们都问我图个啥？”在一
片质疑声中，吕庆荣还是朝着自己的梦想出
发了。

2000年春，吕庆荣东拼西凑借了些钱，承
包了340亩荒山。除了每月固定去碧流河边捡
拾垃圾外，吕庆荣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治理
荒山上。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他就动员妻子和
孩子，上山一起帮忙。因为财力有限，他们一
边保护植被，一边栽种各种树木。时间是忠实
的见证者，昔日的荒山如今已变成了绿色的海
洋，置身山林间，有一种“林海葱茏映眼帘,鸟音
婉转入窗来”的感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吕庆荣还在
山上栽了果树，养了鸡，他和妻子用卖山野
菜、鸡蛋、水果攒下的 6000元钱，在碧流河水
库周边竖起了两块石碑，正面写着“关爱生命
之水，保护母亲之河”，背面则是碧流河水源
地的简介。

吕庆荣写过一首诗叫《山上人家》，诗中说：
“留在春夜绿海花开，留在夏日莺飞草长……”
这句诗表达的正是他对山、对树、对自然的热
爱和致敬。

为让子孙后代看到美丽风光——

吃苦受累，老兵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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