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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 罗山县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
卢元荣，逢人就说她参加环保培训的事儿。

9

月
7

日，由环保部在济南举办的全国环保
社会组织培训班，她，一个小县城的志愿者
居然被市里、省里推荐参加了。

“我
50

多岁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就坚
持做这一件事。 ”卢元荣说，“呼吁民众不用
或少用塑料袋，呼吁老百姓禁放鞭炮，想一
切办法促成。 ”

卢元荣是罗山县妇幼保健院主治医
生，工作之余从事志愿服务事业，尤其致力
于禁塑和禁放鞭炮的公益环保事业。

“塑料百年不化，燃烧释放的臭气含有一
类致癌物二



英。不论城市乡下，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塑料垃圾，白色污染触目惊心。 ”

“放鞭炮除了一声巨响， 没有任何好
处，污染环境、浪费钱财和公共资源，稍有
不慎还会出安全事故。 ”

稍微熟悉卢元荣的人， 对她日常的这
些说教耳熟能详。

不用或少用塑料袋， 卢元荣有她的办
法：“塑料袋主要是人们购物时流出的，基本
都是商铺方便客户包装和携带免费给的。 最
好的办法就是从这些源头入手干预。 ”

两年前， 卢元荣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开
始从罗山县城

3

个大型的农贸市场入手，

劝导市民不用或少用塑料袋。 她自己出钱
先是印了

2000

多份环保倡议书，再买来上
千的可降解布袋和手编菜篮子， 随后带着
志愿者走市场、进门市，给商贩们讲道理、

说责任，希望他们支持环保事业，不要再提
供方便袋。卢元荣的工作感动了很多商贩，

他们认同她对环保的观点， 但他们有他们
的疑虑，他们担心会影响生意。

2015

年
7

月
1

日， 在一年多的宣传鼓
动后， 这一天成为罗山县城第一个无塑料
袋日。就在前一天，她还组织

100

多个志愿
者骑着自行车扛着红旗绕县城数周， 为这
一天的活动造势。

“效果不错，但我并不满意。 ”卢元荣
说，“确实很多门店这天没有出现塑料袋，

但还是有部分商户担心生意受到影响，最
终没有坚持。 ”

禁塑料袋的事一直以来就和这次活动
一样，反反复复，虽然不断有人选择拒绝，

但也总是有人在用。

吴正刚开的中大书店是罗山县城最大
的私营书店。 他被卢元荣抵制白色污染的
热心和执着所感动，他决心参与进来。

2014

年起，中大书店的塑料袋开始收
费，每个

3

角钱，不要塑料袋还会再从书
款里少收

3

角钱，要与不要的选择相差
6

角钱。

“算是一种鼓励，我用倒给钱的方式告
诉读者，我不是想要收钱。 ”吴正刚说，“情
况并不乐观，因为一年下来我收了

1246

元
塑料袋钱。 ”

吴正刚把
1246

元钱全数捐给了卢元
荣她们的志愿者协会，他的书店从

2015

年
起不再提供塑料袋。

吴正刚对此解释道：“可能生意会受到
影响，但环保事业总会有人坚持。 ”

总会有人坚持， 卢元荣和她的队友们
除了坚持不用塑料袋， 还坚持不吃用塑料

袋包装的食品。

每年元宵节和清明节前两天， 卢元荣
就会带上队友到罗山县公墓拉出禁放鞭炮
的条幅，向来往的人们宣讲放鞭炮的害处，

劝导人们用鲜花和音乐祭祀。

“这个很有效。 ”志愿者协会的刘元明
说，“人们一看到条幅就有了心理准备，大
部分人接受，就不放鞭炮了。 ”

对于逢年过节群众放鞭炮， 卢元荣选
择了见一个说一个的方式，无论走到哪里，

只要见到放鞭炮的，她都会上前劝阻。

“不放鞭炮有一个最大的障碍， 红白
喜事。 ”卢元荣说，“人们操办红白喜事的
时候，都恨不得放更大更多的鞭炮，都要
面子啊。 ”

放鞭炮作为一种习俗， 在喜庆和污染
间，人们似乎都选择了任性放鞭炮。卢元荣
也选择了任性：“一定要放，可以，但得按规
矩放。 比如，不能当街放，不能悬挂在空中
放，燃放后，垃圾自己清理。 ”

带着人们的不理解，卢元荣坚持着。

今年罗山县“两会”期间，卢元荣受邀
参加政协会。她带来了“提案”，呼吁委员们
认同禁塑和禁炮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
意义，积极行动起来，为周围的世界变得更
美好而努力。

俭朴生活，节约资源；拒绝污染，回归
生态。

带着这些理念，卢元荣任性地坚持着。

过不了多久， 卢元荣的女儿就要结婚
了，这次她要做一次更任性的坚持：女儿婚
礼的全程将不放鞭炮、不用塑料袋。

为了信念，任性坚持

———记罗山县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卢元荣

卢元荣（中）在和队友一起布置宣传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