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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这些不计较个人利
益，具有公益之心的人群，常常在
电视、网络、广播中见到听到他们
的名字。每当这时，心中总充满
着一种敬意，也想象有朝一日能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看到太钢
公开招募环保志愿者的启事时，
毫不犹豫就把自己的名字填入了
报名的表格。

从将那表格发送出去的一刻起，
不知是因为担心不够条件不能被录
用，还是因为有可能会成为其中的一
员，心里有了一些紧张和期待，直到接
到电话，通知我去参加志愿者的第一
次活动时，心里才变得踏实。

环保志愿者，在我的想象中就是
路边给人发发传单、公共场所捡捡垃
圾、最多植植树而已。即便是这样，对
于我这个上班累一天、下班睡一宿的
人也是一个不错的活动。

太钢——这个我工作了9年的
钢铁企业，汽车载我穿过往日那熟悉
的厂区时，忽然感觉有些陌生了，或

许是我从前未曾真正地走近过、理解
过。耳畔讲解员的介绍，让我仿佛看
到那一个个不动的厂房、烟囱、绿地
下正在流淌着一种责任与担当……

太钢每天处理的污水，相当于
200万市民一天的生活用水量；一
年除尘回收的烟粉尘可以装满几千
节火车；利用余热发的电一年可以
达到十几亿度；每年向周边社区供
热取暖的面积为1900万平方米；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通过回收制
成了砖、水泥添加料、化肥等许多综
合利用产品……

参加太钢环保志愿者活动，我
了解了一些原先不知道的情况，才
明白太钢这些年在环境保护方面

做的许多工作。什么是绿色发
展？怎样才能让企业和社会、自
然、城市和谐共处？现在我才真正
懂得了这些努力，同时也理解了太
钢——我工作企业的内涵。

或许我不能为环保做多么大
的事，也做不来那些很专业的环保
工作，但是至少我可以向我的家
人、朋友和同事讲我知道的事，让
他们也逐渐了解环保、支持环保。
抬头看看你渴望的蓝天白云，伸手
触摸呼吸的空气，当很多人行动起
来，懂得保护环境时，我们的生活
才会变得更好。

有时候，理解也是一种很大的
支持。

理解也是一种支持
—— 一个环保志愿者的感悟

■张妍（热连轧厂职工）

从初中开始，我就对环境问题很感兴趣。我想知道，铁矿
石是怎么开采的、煤和铁矿石等原料是怎样贮存的、铁精矿粉
和石灰等材料是怎么输送的、工业废水是怎么循环利用的、矿
渣是怎么变废为宝的、渣山是怎样变成公园的等等。

当我来到太钢这边生活之后，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企
业对于一片土地的影响。在我居住的小区就能看到好多高大
的烟囱、去学校的路上会遇到我们周边的许多人都去太钢工
作，听大人们讲，我现在上的学校原来叫太钢一中，就连家里的

取暖都是太钢供的热。
作为太钢一中高一学生，我对太钢这个企业特别好奇，

通过上网我知道了太钢是一个全球知名的钢铁企业，在环境的
治理防护上都有着卓越的功绩。太钢建立起了固态、液态、气
态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链，既做到了资源的再利用，也减少了
废弃物对环境的排放。太钢每天处理回用十几万吨污水；利用
发电产生的煤灰制作了建筑材料；向城市提供清洁能源、为周围
社区居民供热取暖，治理废渣的英雄李双良也是太钢人。

虽然报名参加了太钢环保志愿者，但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只是想尽我所能为保护环境出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学校时，曾到鞍钢实习过，给我的
印象是冶金行业是各行业中环境最脏、
劳动条件最恶劣的行业。到了太钢后被
分配在原第三炼钢厂炉前劳动锻炼，一
干就是五年。那时，人们只知道为党作
贡献，为国家创财富，没有一点环境保
护意识，好像扫扫地、搞搞卫生就是改
善环境了。在厂房内，电炉一送上电，
整个厂房内乌烟瘴气，能见度很低，天
车工看不到所吊的东西。冬天，炉前工
们背部是零下几度的北风劲吹，前胸却
是上百度高温的炙烤。夏天，炉前的高
温使人大汗淋漓，后面则被大型鼓风机
猛吹，试问哪一个炉前工人没有腰酸腿
痛的职业病呢？

七十年代，人们开始有了环保意识，
也想改变这种恶劣的劳动环境。但是，
当时技术落后、资金缺乏，哪那么容易改
变呢？记得原二钢厂转炉投产后，排出
的黄尘黑烟笼罩着抬头望去的整个天
空，北风一吹，一条巨大的黄龙就在太钢
上空盘旋。这个时期，我因工作关系，曾
多次参观过烧结、炼铁、炼焦等各厂，其

工作环境和污染程度比炼钢厂更为严重，产生的热源、
煤气、粉尘等全部排放在大气中，整个厂区全部在一片
尘埃烟雾之中。那个时候，太钢人没有穿过白衬衣。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太钢和国际社会
交往多了，人们的环保意识进一步增强。太钢开始投资
环保，引进设备和技术，下大力气治理污染，经过数十年
如一日的努力，进入二十一世纪，太钢的面貌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环境保护工作成了全国的一面旗帜。

去年，太钢组织我们离退休职工到厂区参观，脏乱
差的现象不见了，除了道路和厂房，到处是鲜花、绿荫，
厂区一尘不染，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我们参观了炼
铁厂、炼钢二厂和热连轧厂，每个厂每个工序都让人惊
奇！过去厂内到处跑冒滴漏的现象不见了，高炉排放
的高炉煤气被回收利用了，水被再循环利用了。特别
是我对比了一下我所熟悉的炼钢环境。在炼钢二厂转
炉前，仅有三名炉前工穿着干净的工作服在电脑前操
作着。回想我当时炼钢时的情景，一个班七个人，苦干
四个小时，才能炼出一百八十吨钢水，简直是天壤之
别。

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国家对环保的要求
越来越高，标准也越来越严。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环
境保护和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最近，公司组织环保志愿者活动，作为太钢老职工，
虽然七旬有半，但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将和太钢人
一起，和环保工作者一起，继续努力，力所能及搞好环境
保护，让空气更清洁，让天空更美丽，为实现中国梦作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为一名太钢人，在环保成为人们热议话题的
时代，总想着为环境保护做些什么。一个偶然的机
会，从《太钢日报》得知太钢招募环保志愿者，我第一
时间就写好了报名信息。之后的一天，接到了电话，
通知我6月6号参加志愿者的第一次活动，听到通知
的那一刻，那种梦想变为现实的喜悦让我高兴了很
久。

6 号的一大早我准时来
到了集合地点，看到了很多
胸前戴着“环保志愿者”胸徽
的人，简单的集合讲话后我
们便开始了一天的“环保之
旅”。首先我们来到了450m2

烧结机脱硫脱硝设备前，了
解到太钢先进的环保设施。
之后大巴车拉着我们一路在绿树成荫的厂区里参
观，随行的刘主任一边给我们讲解太钢这些年对环
保的重视，一边给我们算着环保这笔“绿色”经济账，
让我们明白了环保的投入短期看来是一笔巨大的开
支，可长远来说对于企业对于一个城市都是一笔巨
大的财富，这一点，太钢做得就非常棒。通过讲解，
我详细了解了太钢建设的国内第一座不锈钢挡风抑
尘网、亚洲最长的管状胶带石灰输送系统、国内第一

个钢渣肥料制造项目。通过这一系列的国内首创世界
领先的环保技术，太钢在实现清洁生产、进一步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展现了我
们太钢良好的企业形象。想到太钢的领导和前辈们能
有如此前瞻性的眼光，我不禁为他们点个赞。

在大家热烈的讨论声中，我们来到了位于太原
市西郊的钢盛城郊森林公园。我们了解到这里的荒

山绿化和山西省首条登山健
身步道的建设都是由太钢来
完成的。作为一个城市型的
钢厂，太钢为太原建设现代
宜居城市作出了巨大贡献。
交代完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
后，我们一行四十多人便拿
着垃圾袋迫不及待地投入到

了这次环保志愿者活动的实践中。无论是76岁的
老师傅，还是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90后，都积极捡
拾垃圾。不知不觉垃圾袋已经沉了起来，但是大家
都累并快乐着。随行的一位老师傅还说：“这样的环
保志愿者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为身边的环境保护
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真是一举两得。”下山后大
家拖着疲惫的身体，手里拎着沉甸甸的“收获”，回头
看看登山步道两边干净的环境，都欣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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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环保出一份力
■吕骁枫

（太原市第四实验中学学生 17岁 志愿者年龄最小）

——第一次环保志愿者活动有感

■王亚怡（冷轧硅钢厂职工）

沉甸甸的收获

编者按：
为了进一步增强太钢职工和社会公众的

环保意识，提高广大职工和社会公众参与环保
公益事业的积极性，推动太钢环保工作再上新
水平，促进企业与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司
近日面向社会公开了一批招募环保志愿者和
监督员，并于6月初组织大家进行了第一次环
保志愿者活动。今天本报选登部分环保志愿
者心声与感悟，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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