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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给小动物吃的是易腐垃圾，不能给小

动物吃的是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卖了可以换钱

用来买小动物的是可回收物......”近日，一则关于

垃圾和小动物的故事在淳安临岐老百姓中传播

开来。

为进一步提升生活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幸福

感，临岐镇坚持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建设环境美、

生活美的重要抓手。为了更切合老百姓生活实际

的同时又方便记忆，除了编制垃圾和猪的故事，临

岐镇还创新性地将垃圾分类融入漫画中，以更加

直白的方式指导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

“针对农户垃圾分类意识普遍不高的问题，

每个村配备 1 名垃圾分类专职监管员和 2 名垃圾

分类分拣收集员，进行定时收集并二次分拣，同

时，还建立党员干部承包制，党员干部以身作则，

不厌其烦地做好自家周边农户的垃圾分类监督

指导工作。”临岐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每周都会不定期地去检查农户的垃圾

分类工作，把农户的垃圾分类情况拍照上传到垃

圾分类系统，根据分类好坏对农户进行评分，并

在村里的垃圾分类红黑榜上进行公示，以此激励

农户更好地进行垃圾分类。

临岐镇充分利用党员主题日、垃圾分类推进

月、学雷锋日等活动契机，通过上门宣传引导、举

办培训会议等方式，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进社区

（村庄）、进机关等“八进”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已

发放《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温馨提示 2000

余份，举办专题宣讲和各类宣传活动 10 余场。

下一步，临岐镇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

善奖惩举措，加大对垃圾分类最新标准的宣传力

度和监督指导，提升垃圾源头分类准确率，为推

动美丽城镇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

（方宝娟、何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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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深夜，史先生和妻

子董女士坐上火车，从北京回杭

州。

之前，这对 50 多岁的夫妻

骑着自行车，花了20天时间，从

杭州一路骑到北京。他们把这

次骑行作为儿子的大学毕业礼

物，“我们想告诉他，父母年纪这

么大了，还能这样坚持，希望他

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一样不

畏困难，勇敢前行。”

21 日晚上，钱江晚报·小时

新闻记者采访了史先生和董女

士。这是杭州一个普通的三口

之家，却有着独特的教育之道。

尊重儿子的选择
让他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在聊天的时候，史先生还和儿子说起了一件事。

他们在骑行第十四天到达德州庆云县城。正好第二

天要中考。他们入住一家快捷酒店，看到一群中考生在

酒店大堂里学习。

夫妻俩想起儿子中考前一天，也住进了这样的酒

店。不过，他们没有让儿子学习。那天晚上，儿子和几个

同学一起玩。“就要考试了，临时抱佛脚还有什么意思，还

是放松最重要。”史先生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中考前，儿子小史在学校里还每天玩球。老师找到

父母反映情况。妈妈问了老师两个问题，“有没有没有完

成作业”，“上课有没有睡觉”。老师说，都没有。

“那就让他玩吧。压力这么大，总要有宣泄的。”

这些年来，夫妻俩从不强迫儿子学习。“除了学校作

业，不会再有其他。小学四年级前参加过国际象棋和围

棋培训班，四年级后由于学有余力，开始参加奥数等培

训，但从不勉强。”

夫妻俩坚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比如，作业在学校

里完成，回家后就可以放松。“其实，教育的很多问题是出

在家长身上，是家长把小孩子的习惯搞坏了。现在看来，

教育家长比教育小孩更重要。”史先生说。

小史的数学成绩好，中学时就拿过多次奥数大奖。

“我们通过和他玩扑克牌，在游戏里培养兴趣”，史先生

说。

初中毕业，小史原本可以保送进学军中学，让人意外

的是，他放弃了。他的理由是，“我不喜欢那种学习模

式”。最终，他通过考试进了杭二中。

“我们一直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让他走一条适合自

己的路。”史先生说。

对儿子下得了“狠心”
要求自己犯错自己弥补

史先生一家原本在绍兴工作，为了儿子的教育，才在

儿子上幼儿园大班时搬到了杭州。

从那时起，儿子开始了住校生活。

“很多家长是不会这么‘狠心’的。”史先生笑着说，他

们从小培养儿子独立精神，“遇到问题，让他自己想办法

解决。”

假期妈妈经常带着儿子去旅游，一走就是十天半个

月，儿子想去哪就去哪。“到了三四年级，旅游攻略都是儿

子做的，包括买车票什么的。”妈妈说。

有一次，小史上学忘带语文课本，但父母没有送过

去。

小史只得向隔壁班借，复印好，总算解决了问题。

“很多事情，要靠自己长记性。自己犯了错，就要自

己弥补。要多试错，才会成长。”史先生说。

很多人为他们担心，这样的亲子关系会不会生疏。

其实，他们和儿子的关系就像是好朋友一般。一家人还

经常一起谈论时事话题，一起追剧。现在，小史和妈妈打

一次电话能聊一两个小时。

“每个周末，我们基本上都陪着他，一起去西湖边逛

逛，一起出去锻炼。”史先生说。

有一次，史先生做了一件让儿子觉得很了不起的事

——参加横渡钱塘江活动。“你看，我本来连25米都游不

了，现在游过钱塘江了”，他这样告诉儿子。

“父母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来感染孩子，影响孩子。”

史先生说，这次骑行，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告诉孩子，再

苦再累，都要坚持。”

本报记者 史春波 史一方

从杭到京
20天骑行

1459公里

送给儿子的大学毕业礼：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家三口住在宾

馆的一个房间里，夫妻俩给儿子讲述一路上的见

闻。1459公里的骑行路程，跟着导航，穿街走巷，

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比如，基层治安很

好，很多村庄里的人家晚上都没有关门。

骑行进京的想法来得很突然。那天，董女士

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位父亲为了完成对孩子的承

诺，骑车去大学看孩子。她一想，这很有意义，所

以很快就决定了。

说起骑行，夫妻俩其实也是小白。四年前买

了自行车，偶尔会和邻居去户外骑骑。最远的一

次，是他们一家三口从嵊州骑回杭州。

所以，对于这么漫长的旅程，他们心里没底。

但是，为了儿子，他们还是想试试，于是，瞒着儿

子，5月30日下午，他们出发了。

二十天里，每天的骑行一般是从下午开始，骑到

晚上。最晚的一次，骑到凌晨一点才找宾馆睡觉。

快到北京时，他们才告诉儿子这个消息。

电话那边，儿子显然有些懵了，“你们太不容

易了”。在校门口，儿子跑过来，给了妈妈一个深

深的拥抱。

那天晚上，一家人在酒店里看了一场球赛，然

后聊到凌晨三点。

儿子小史读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

程学院农建专业，还是首都英才第17届青马班学

员。小史担任校学生会党支部书记等多个职务，

每年拿奖学金，已被保送本校读研，是一个品学兼

优的学生。

小史略带遗憾地说，其实学校毕业典礼不知

道什么时候开。

“没关系的，这是我们送你的毕业礼物。”史先

生这样告诉儿子。

告别时，夫妻俩买了火车票回杭州，把两辆自

行车送给儿子作为纪念。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

次骑行的心得，送给了儿子，“希望你不畏艰难，勇

敢前行。”

夫妻本是骑行小白
为儿子开始这次漫长旅程

夫妻俩说，这次骑行的目的是

“告诉孩子，再苦再累都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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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途中的老母亲

一家三口在北京见面了一家三口在北京见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